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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以 书 系 人 文 与 社会 科学 全 宏 处 书 ， 
后 向 麻 内 外 学 界 ， 

专 焉 征集 中 国 中 让 年 学 人 的 
优秀 学 术科 车 ( 含 海 外 型 学 生 ). 

本 从 节 意 作 推 动 中 华人 并 科 学 与 

让 -全 种 和 尝 的 发 展 进 步 ， 

淆 掖 新 进 人 材 , 鼓 师 记 苦 治 学 ， 

个 导 茶 础 扎 弯 而 广 适 会 国 博 的 

学 术 创 新 精神 ， 

以 双 揪 光大 我 民 藤 知识 传统 ， 

名 按 中 华文 骨头 的 腾飞 。 

本 关 书 由 哈佛 天 学 了 哈佛 - 闪 京 学 社 

《Iarvarqd 一 Yertching Trnstitate》 

和 生活 : 流 书 新知 一 腾 书 店 共 同 负 提出 版 资金 

傈 障 作者 版 科 权 蔓 。 

本 上 从 书 壮 请 国内 资深 教授 利 研 究 员 

在 北京 组 成 其 书 学 术 委 员 会 ， 

并 依照 产 格 的 专 闻 杯 准 

斑 年 度 评审 选 选 ， 

识 出 每 辑 市 日 ,保证 学 导 品 质 ， 

力求 建 记 有 益 的 学 术 规 范 与 评奖 制度 . 



序 

张 广 近 

新 江 的 新 镍 《中 古 中 国 与 外 来 文明 》 即 将 问 姓 。 多 年 

来 ,新 江 在 敦 炸 学. 吐 重 普 学 .隋唐 史 .西域 严 、 民 族 史 、 宗 教 

史 诸 多 学 术 领 域 弟 勤 糙 夸 ,先后 出 版 专著 多 部 ,论文 、 书 评 

近 两 百 篇 .今天 ,新 书 的 出 版 是 他 在 以 上 诸多 学 术 领 域 做 

出 贡献 之 后 的 又 一 丰硕 成 果 , 可 喜 可 辕 。 

新 江 的 新 作 ,使 人 们 看 到 了 人 已 的 整体 研究 的 又 一 组 咸 

部 分 。， 他 的 这 一 毅 课 题 的 研 究 符合 他 历来 治学 的 路 数 , 可 

以 说 是 他 整理 救 煌 、 呈 鲁 瘟 文 书 , 研 究 阳 唐 史 西域 史 的 自 

然 延 伸 。 多 年 来, 他 六 勤 搜 全 分 散在 国内 外 的 文书 写 郑 ,可 

谓 娴 习 而 乐 道 于 将 , 心 不 穷 费 。 在 网 罗 旋 失 方 面 , 经 过 他 的 

全 方位 求索, 除了 私人 藏 家 手中 迄 不 示人 的 卷子 之 外 , 狗 出 

他 的 记录 或 广 录 之 外 的 跑 无 子 焉 。 对 于 门类 天 多 、 内 容 氏 

么 的 救 姓 春子 和 唾 曾 昔 春子 ,他 在 整体 上 有 清晰 的 概观 和 

通 识 ; 在 处 理 个 别 文书 残片 的 分 类 归属 和 定名 等 具体 问题 

上 ,他 有 深入 独到 的 见解 。 因 而 他 不 仅 在 编目 、 校 录 、 整 合 、 

考释 文书 写 卷 自身 和 结合 文献 研究 文书 写 疮 等 多 方面 做 出 

了 突出 贡献 ,并 且 通 过 对 文书 的 悉心 配 杭 过滤、 钩沉 、 索 隐 



而 积累 了 有 具有 厉 史 意 义 的 大 量 史料 。 文 书 残 片 的 片 言 只 语 

发 出 的 微 缉 的 史实 信号 ,经 过 他 置 于 历史 时 空 系统 之 中 考 

察 其 关联 ,往往 显示 多 专 面 的 文化 内 涵 。 和 近年 ,在 一 点 一 滴 

做 完 网 罗 圾 尖 文 书写 卷 的 工作 之 后 ,他 又 开始 整理 碑 多 文 
均 ,研究 中 十 中 国 与 中 亚 .西亚 的 伊朗 语 世 界 的 关系 。 他 笔 

下 的 著述 源源 不 绝 , 正 是 他 二 十 年 来 痊 勤 努力 的 结果 。 

新 江 在 洁 学 过 程 中 , 讲 客 穷尽 材料 ,重视 综 会 利用 诸多 

领域 的 研究 成 果 。 这 使 他 的 研究 不 局 限于 仅 就 敦煌 、 吐 瘟 

瘟 而 言 敦 十、. 吐 鲁 益 ,进而 注意 敦煌 . 吐 铺 曙 与 更 广阔 的 外 

界 的 历史 联系 。 我 们 还 看 到 ,他 在 撰 志 上 ,无 论 是 通论 还 是 

专题 研究 ,都 从 学 棚 史 角度 注意 国内 外 学 术 发 展 的 前 沿 状 

砚 。 有 从 他 蕊 经 发 表 的 论著 看 ,总 是 既 概 括 或 般 会 前 人 的 研 

究 成 果 , 又 反映 当前 研究 的 最 新 状况 。 功 力 的 深厚 ,视野 的 

开阔 ,使 他 在 史料 核 理 和 课题 论证 上 独 具 见 地 。 也 正 因为 

是 这 样 ,他 的 很 多 工作 是 在 和 国内 、 国 际 的 前 沿 学 者 对 话 ， 

很 多 时 候 是 接着 国际 上 许 甸 学 者 的 话 藉 讲 , 做 出 独到 的 嬉 

论 , 显 著 的 例子 是 将 西方 学 者 所 说 的 吐 本 舒 克 语 

《Tumshuqese) 根 据 康 代 文 献 定名 为 “ 据 史 擅 语 "。 

新 江 的 这 部 新 书 & 中 十 中 国 与 外 来 文明 》, 以 较 甸 的 篇 

幅 探 讨 了 中 十 标 特 人 的 记 史 及 其 对 周边 国家 的 文化 贡献 。 

自 十 以 来 ,我 国 中 原 地 区 文化 就 和 异域 化 纠 早 在 一 起 。 

瓜 以 西域 而 言 , 在 亚洲 腹地 的 沙漠 或 砂 确 边 下 的 隶 洲 康 塘 ， 

荒 芜 曾经 青草 , 粗 欠 有 过 对 媚 , 站 察 洋 涝 过 生命 , 落 赛 孕育 

过 半 丽 ,， 正 是 通过 这 一 广 要 的 芒 江 地 区 ,中 国 和 中 亚 、 西亚 

文明 进行 了 其 期 训 流 。 但 是 ,长 期 以 来 ,人 们 的 注意 力 更 多 

地 集中 于 载 里 林 盆 地 的 绿洲 定居 文明 疏 其 与 我 国 中 原 和 草 

原 游 阔 文 明 的 变 涉 。 蜡 和 近 乌 蔓 别 克 境 内 棋 特 天 邦 远 址 的 考 



吉 发 据 , 近 年 我 国 中 原 地 区 村 特 后 凋 墓 莽 的 不 断 出 土 , 促 使 

人 们 趟 来 越 重视 研究 票 特 人 , 即 上 昭武 九 姓 胡 的 来 龙 去 脉 及 

其 历史 必用 .。 票 特 商 胡 ,. 即 昭武 九 钼 .富有 经 商 才 能 ,具有 

高 度 组织 性 ,他 们 直 于 经 营 国 际 中 转 贸 易 而 足迹 遍及 中 亚 

东亚 ,并 在 他 们 所 到 之 处 建立 起 聚落 ,聚落 与 聚落 之 间 再 形 

成 室 间 极其 广 赛 的 网 络 。 新 江 的 新 著 上 成 切 地 重 构 了 上 昭武 万 

姓 胡 的 聚落 的 网 状 分 布 ,翔实 地 拖 述 了 他 们 的 商务 活动 及 

其 与 本 土 居 民 的 下 动 , 以 中 证 中 亚 史 和 中 国史 中 泽 没 已 久 

的 一 章 补 足 了 Philip Curtin 与 Jerry Hentley 等 人 仅 就 海路 研 

究 前 近代 旨 大 陆 跨 文 化 的 商业 关系 之 不 足 。 栗 特 商 胡 不 仅 

是 经 商 能 手 , 醒 且 长 时 期 内 在 欧 亚 内 陆 扮 演 着 传播 多 元 区 

化 和 多 种 宗 载 的 角色 。 新 江 的 新 著 详 尽 地 考证 了 认 教 、 摩 

尼 教 . 景 教 的 东 来 和 过程, 继 Geza Uray、H. -了 Kimkeit、David 

Scott 与 Richard Folez 等 人 研究 丝 网 之 路 上 各 种 宗 载 的 误 互 

影响 之 后 接着 讲 , 做 出 了 见解 独到 的 补充 。 

中 西 文化 变 流 的 研究 除了 自身 具有 科学 研究 旨 趣 之 

外 ,又 具有 现实 意 头 。 我 国 的 漫长 历史 从 来 没有 脱离 过 与 

嚼 外 的 氏族、 另外 的 思想 、 另 外 的 信仰 、 另 外 的 风俗 的 交 光 

互 影 ,文献 中 保存 着 与 共 外 的 文化 .另外 的 社会 实践 .另外 

的 心灵 交际 的 丰富 记录 。， 这 性 中 国 认 识 了 "他 者 "和 开 域 ， 

并 且 异 本 于 与 “他 者 "的 来 往 和 与 开 域 的 效 访 而 更 好 地 认识 

了 自己 。 对 于 这 种 与 “他 者 "的 对 话 , 过 去 人 们 更 多 地 体 试 

到 的 是 如何 丰富 了 我 国 物质 文化 和 艺术 生 沙 的 内 容 , 实 际 

上 ,这 群 的 对 话 也 同 机 引发 了 人 们 对 另外 的 思维 方式 的 注 

意 。 中 和 镍 立 化 异同 的 比较 有 上 助 于 琶 除 思想 上 的 栓 域 之 有 见 ， 

改变 仅 贷 自我 存在 、 角 我 经 验 而 形成 的 辕 色 定 蔓 。 在 丁力 

东 渐 之 前 ,佛教 的 汉化 和 宗明 理学 的 发 展 是 借 他 山 之 五 ” 

了 各 



以 名 成 新 思维 之 绽开 的 最 佳 例 证 。 朱 毒 和 王阳明 之 重新 闻 

释 “ 否 便 ", 正 是 外 于 有 了 释 氏 之 "他 并" 的 对 乳 。 西 力 东 渐 

后 ,新 日 思潮 无 一 不 以 "他 者 "为 科 托 ,所 有 的 主张 无 一 不 以 

西方 为 泰 同 系 。 以 继 " 国 粹 派 " 而 起 的 “学 衡 渡 "为 例 , 他 们 

在 反对 当代 主流 思潮 时 , 仍 以 揣 司 德 1Tving Babbit) 的 新 人 

文 主义 的 理论 为 参照 ,支持 其 "器 明 国 粹 ,融化 新 知 "的 主 

张 . 意 在 以 理性 的 拖 判 精神 对 竺 传统 , 补 篇 救 欢 .突破 清末 

以 来 漆 用 多 年 的 "中 体 西 用 "的 思想 架构 。 上 个 世纪 的 西方 

也 是 同样 ,一 些 西方 学 者 芷 是 出 于 与 西方 以 外 的 “他 者 "的 

深化 接 船 , 才 和 开始 越 来 越 自 行 质疑 西欧 中 心 论 , 考 上 鳄 西方 的 

重新 定位 。 法 国文 化 学 家 米 谢 泵 “人 德 ' 塞 东 多 (Michel de 

Certeau, 1925 一 1986) ,学 问 板 其 渊博 ,足迹 几 平 遍及 天 下 ,他 

正 是 基于 广汉 的 了 读 和 游历 才 提 出 ,在 欧 浏 ， 史 学 编 基 起 

源 于 欧洲 与 原来 不 知道 的 他 者 的 接 船 "。 在 当今 世界 ,正文 

化 的 相遇 上 日益 频繁 , 异 质 立 化 的 互动 日 瘟 加强, 我 们 已 经 看 

不 到 衣 什 么 地 区 还 能 游离 于 世界 整体 之 外 。 从 天，。 人 们 讨 

论 的 重点 不 再 是 正文 化 的 接触 本 身 ,而 是 频 车 接触 中 的 文 

化 认同 岂 题 。 在 这 种 形 荔 之 下 ,西方 趟 来 越 多 其 他 领域 的 

专家 也 把 "西方 中 的 来 方 ”(the East in the 三 est) 纳 入 研究 和 

著述 之 中 ,例如 英国 剑桥 大 学 的 Jack Goody 即 是 。1984 年 ， 

美国 的 哥伦比亚 大 学 启动 了 人 殿 全 国 高 等 院 榨 术科 使 用 的 

“哥伦比亚 太 学 核心 课程 方案 的 亚洲 教学 计划 ”(Cohumbia 

Project on Asia in the Core Curriculum) ,参与 考虑 方 委 的 有 七 

十 五 所 学 校 的 百 余 位 专家 。 该 计划 现 已 刊 出 教学 指 恒 书 

《aa Cuide fpr Teaching) 三 种 , 继 《4 社 会 科学 中 的 正光 人 千 例 研 

窜 风 ( Asia: Case Studi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) 长 比 较 观 下 的 亚 

洲 广 献 笋 革 放 (Masterworks of Asian Literabure in Comparative 



Perspectives) 之 后 ,1997 年 出 版 了 《西方 史 和 世界 丈 中 的 亚 

洲 订 Asia in Westem and 有 orld History)。 该 书 站 有 专家 插 号 

的 基本 才 衬 四 十 篇 ,这 表明 ,在 西方 , 亚 训 在 西方 与 证 界 中 

的 历史 与 现状 的 重要 意义 越 来 越 为 人 所 认识 ,相关 科目 已 
正式 纳入 大 学 本 科 的 基础 课程 。 从 当前 这 一 研究 趋势 看 ， 
我 国学 者 无 论 是 在 实证 方面 ,还 是 义理 方面 都 大 有 可 为 。 
碍 朴 证 . 考 忆 史实 层次 上 ,我 们 有 丰富 的 传统 文献 和 层 出 不 
穷 的 考古 文物 和 文 节 , 可 供 研究 中 西 况 通 、 中 外 文化 交流 的 
具体 过 程 1 在 义理 层次 上 ,我 们 有 大 量 的 新 颖 资料 可 供 探 讨 
件 和 是 “他 者 "(ihe other) “他 性 ”(othermessyalierity)、“ 弄 已 
性 “foreignmess) 和 怎 料 “ 池 化 "(acculturation)、 怎 料 “ 认 同 ”( 虐 

qdeptity) 的 “他 者 学 ”(heterology) 理 论 ， 考据 与 义理 的 扯 互 为 
用 ,不 包 有 助 于 今后 中 西 交 通 、. 中 外 文化 交流 史 的 研究 ,也 

将 促进 近代 历史 上 的 西方 的 概 仿 让 位 于 世界 的 袜 您 ,并 为 
信 们 今天 在 实际 生活 中 遥 到 的 跨 文化 问题 提供 某 种 启示 ， 
打破 枉 方 某 些 论述 话语 的 鳃 断 地 位 。 从 这 一 意 闵 上 说 ,新 
江 从 事 的 新 研究 领 域 不 仅仅 是 考证 文化 交流 中 早已 存在 的 
有 趣 史 策 而 已 ,他 的 研究 也 多 有 二 于 启发 人 们 思考 人 类 存 
在 ̀  人 类 变 往 中 的 异 向 理解 问题 。 

我 长 期 游离 于 国内 学 术 界 之 外 , 跌 陋 罕 亲 ,每 次 阅读 新 
江 的 论文 ,总 能 在 丰富 或 几 近 完备 的 材料 、 产 过 吸收 的 研究 
成 果 、 和 独到 的 见地 等 许多 方面 党 到 启发 ,以致 每 当 他 有 新 作 
发 表 , 我 都 先睹为快 , 略 减 与 国内 学 界 现 实 脱 节 的 遗 屹 。 令 
人 非常 喜悦 的 是 ,新 江 的 业绩 使 人 感受 到 目前 学 林 群 体 的 

锐 进 势头 ,由 陈 垣 .向 达 、 男 承 锡 . 张 星 粮 、 方 素 、 韩 司 条 、 朱 

杰 勤 、 韩 扔 华 、 孙 培 良 、. 章 蜂 等 先 草 开创 的 研究 中 西 交 通 、 中 
西 文化 记 流 的 传统 , 因 新 江 和 他 的 许多 周一 代 学 者 的 新 颖 

5 帮 



研究 而 得 到 继承 ,而 去 入 新 境界 ,而 发 扬 光 太 。 今 天 ,新 江 

借助 于 整理 文艺 和 十 藉 的 深厚 功力 .学 术 上 的 开 冰 视 野 .在 

追 下 既 往 ,唤起 威 妨 焉 址 中 柄 睡 的 文 已 的 性 灵 , 再 现 中 古 中 

国 与 西亚 伊朗 之 闻 温 漫 已 入 的 文化 联系 上 做 出 了 出 色 的 成 

绩 。 继 此 而 往 , 新 江 以 他 的 优越 的 主客 观 条 件 而 肆 力 于 深 

入 探索 古代 中 世纪 的 欧 亚 腹地 及 其 周边 的 多 种 异 质 文 化 ， 

惟 将 对 中 外 交通 .中西 文 化 变 流 人 额 域 的 研究 做 出 更 多 、 更 新 

的 贡献 。 

2001 年 7 月 



季 新 江 196U0 和 车 出 生 于 天 津 新 

鹿 ， 祖 竺 订 北 深 南 ，197T8 年 人 

比 京 大 芋 历 中 系 学 习 ，T9S 年 

毕业 久 校 ， 弄 为 北京 大 学 历 更 

系 及 中 国 吉 代 中 研究 中 心 教 

授 5 卡 要 从 事 障 户 史 ， 中 处 甘 

夭 史 ， 光 爆 学 研究 与 教学 ; 落 

有 《和 于 加 出 从 葵 》 【与 张 凡 过 

合作 : 419983) 。， 必 莹 国 国 书包 

汰 月 水 》 111974) 

《 归 又 至 中研 究 》》 (11929967)》 

改 焊 外 铺 希 文 卖 判 邢 录 汶 

人 959 后 ， 《8 罗 入 焦 》11999)。 

《 致 糙 学 十 八 讲 放 PPOOUD 和 和 路 

外 亦 人 论文 百 余 篇 ， 主 编发 谨 研 

究 》 ， 于 党 应邀 到 欧美 、 日 

在、; 谁 兰 研究 、 谊 直 和 

参 娄 学 在 国内 处 获 - 迷 

蚂 帮 有 ” 定 影 响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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丝绸 之 路 :东西 方 文 明 
交往 的 通道 ( 代 前 言 ) 

今天 ,如 果 我 们 乘 飞机 西行 ,无 论 是 去 西亚 .印度 ,还 

在 欧洲 ,地 多 不 过 二 上 多 个 小 时 。 然 而 ,在 帝 远 的 古代 ,我 

们 的 先 民 们 在 西行 时 ,不 论 是 走 陆 路 ,还 是 走 海路 .都 要 花 

费 不 知 多 少 倍 的 时 间 ,也 不 知 要 克服 和 多少 艰 难 险阻 。 与 外 

界 诡 流 的 需要 ,促使 我 仍 的 祖先 早 在 曝 今 两 于 多 年 前 的 西 

汉 时 期 ,就 开通 了 连接 东西 方 文明 的 陆 上 通道 ,这 就 是 著名 

的 "经 纳 之 路 “图 1)。 

一 、 为 利 么 叫 " 丝 绸 之 路 "? 

时 c 年 ,大 们 对 这 条 东 目 往来 的 通路 没有 给 予 一 个 统一 

的 笨 定 名 称 。1877 年 ,德国 地 理学 家 李 硕 堆 芳 (了 von 

Richthofen) 在 但 所 写 的 《4 中国》 一 书 中 ,首次 把 汉代 中 国 和 中 

亚 南部 .西部 以 及 印度 之 问 的 丝 册 贸易 为 主 的 交通 路 线 , 称 

作 * 经 绸 之 路 "( 德 文 作 Seidenstmssen， 英 文 作 the Sikk 

,如 导 时 陈 

【2 时 型 本 ) 岂 凯 要 人 章 状 别 关 十 峡 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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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oad)。 直 后 ,德国 访 史学 家 赫 尔 曙 (4 Hermamm) 在 1910 

年 出 版 的 & 中 国 和 氢 利 亚 之 癌 的 古代 丝绸 之 路 # 一 书 中 , 根 

撕 新 发 现 的 文物 考古 资料 ,进一步 把 丝绸 之 路 迁 伸 到 地 中 

海 西 岸 和 小 亚细亚 ,确定 了 华 网 之 路 的 基本 内 狂 , 即 它 是 中 

国 古 代 经 由 中 亚 通 往 南 亚 .西亚 以 及 欧洲 北非 的 陆 上 贸易 

交往 的 通道 ,因为 大 量 的 中 国 丝 和 丝织品 经 由 此 路 西 传 , 故 

此 称 作 "丝绸 之 路 " ,简称 " 丝 路 "。 

丝 网 之 路 是 个 形象 而 且 贴 二 的 台 字 。 人 在 古代 世界 ,只 

有 中 国 是 最 早 开始 和 神 碗 . 养 蚕 .生产 丝织品 的 国家 。 近 年 中 

国 各 地 的 考古 发 现 帮 上 明 , 自 商 . 周 至 战国 时 期 ,丝绸 的 生产 

技术 已 经 发 展 到 相当 高 的 水 平 。 中 国 的 丝织品 迄今 仍 赴 中 

国 奉献 给 世界 和民 的 最 重要 产品 之 一 , 它 流传 广远 , 洒 盖 了 

中 国人 民 对 世 和 由 文明 的 种 种 贡献 。 因 此 ,多 少年 来 ,有 不 少 

研究 者 想 给 这 条 道路 起 另外 一 个 名 字 ,如 * 玉 之 路 "宝石 

之 路 "“ 佛 教之 路 "“ 陶 次 之 路 "等 等 . 但 是 ,都 只 能 反映 丝 

网 之 路 的 某 个 局 部 , 面 终 究 不 能 取代 “丝绸 之 路 "这 个 名 字 。 

丝绸 之 路 的 基本 走向 形成 于 公元 前 后 的 两 汉 时 期 。 它 

东 击 的 起 点 是 西汉 的 首都 长 安 ( 今 西安 ) 或 东 狗 的 首部 洛 

阳 ,经 絮 西 或 固原 西行 至 金城 ( 今 兰州 ). 然 后 通过 河西 走廊 

的 武威 .张掖 酒泉、 敦煌 四 事 , 出 到 门 关 或 阳 关 , 穿 过 白 龙 

玲 到 罗布 泊 地 区 的 楼 兰 。 汉 代 西 域 分 南 道北 道 ,南北 峡 道 

的 分 贫 点 就 在 楼 兰 。 北 道 西行 . 经 渠 异 ( 今 库 尔 勤 ) . 龟 北 

( 今 库 车 ) .站 墨 ( 今 阿 克 苏 ) 至 朴 苇 ( 今 术 什 )。 南 道 自 部 善 

今 若 芜 ) , 妹 月 末 、 精 绝 ( 今 员 丰 尼 雅 遗址 ) .于 阅 ( 今 和 田 )、 

上 应 山 、 范 车 至 朴 裔 。 从 牙 勤 西行 , 越 营 上 岭 ( 今 由 米尔 ) 至 大 帘 

( 今 费 尔 于 绸 )。 几 此 西行 可 至 大 夏 ( 在 今 阿 富 汗 ) . 粟 特 { 在 

今 乌 慈 别克 斯 坦 ) 安息 ( 今 贫 朗 ) ,最 远 到 达 大 秦 { 加 马 帝 国 

( 串 开 二] 启 甩 下 二 驮 显 半 十 且 半 ,, 鞭 站 项 用 

3 才 



灯 古寺 计 于 

东部 ) 的 犁 鞋 ( 艾 作 黎 秆 ,在 埃及 的 亚历山大 城 )。 曙 外 -一 条 

道路 尼 , 从 皮 出 西南 行 , 越 县 滤 ( 今 巴基斯坦 达 丽 尔 ), 经 局 

窒 ( 今 阿育 社 轿 布尔 ) . 马 飞 辆 离 ( 今 锡 斯 二 ) ,西南 行 至 条 支 

《在 今 波 期 湾 头 )。 如 果 从 局 宾 向 南 行 ,至 印 眶 河口 ( 今 蔬 基 

斯 理 的 卡拉 奇 ), 转 海路 也 可 以 到 达 滤 斯 和 罗马 等 地 。 这 是 

日 议 武 帝 时 张 蹇 西 次 出 合 西 域 以 后 形成 的 丝 崎 之 路 的 基本 

上 道 , 换 句 话说 ,狭义 的 丝绸 之 路 指 的 就 是 上 述 这 条 道路 。 

历史 上 的 丝绸 之 路 也 不 是 一 成 不 变 的 , 随 着 地 理 环 境 

的 变化 和 政治 . 宋 教 形势 的 演变 ,本 断 有 一 些 新 的 道路 被 开 

遂 , 也 有 -- 些 遵 路 的 走 可 有 所 变化 ,甚至 废弃 。 比 如 敦煌 、 

罗布 泊 之 癌 的 白 龙 堆 , 是 一 片 经 常 使 行 旅 迷失 方向 的 雅 丹 

地 形 。 洒 东汉 初 年 打败 蒙 太 高 原 的 北 匈 妈 , 追 使 其 西 迁 ,而 

中 原 王朝 牢 轴 地 占领 了 仇 吾 ( 今 哈 密 ) 以 后 ,开通 了 由 就 煌 

北上 仇 吾 的 “北新 道 "。 从 人 骨 和 音 经 高 瞩 ( 今 吐 鲁 炙 ) .天 着 到 

乱 兹 ,就 和 原来 的 丝 路 北道 会 合 了 。 南 北朝 时 期 ,中国 南 

北方 处 于 对 立 的 状态 ,而 北方 的 东部 与 西部 也 时 分 时 合 。 

在 这 样 的 形势 下 ,南朝 宋 齐 洪 陈 四 和 志 与 西域 的 交往 ,大 都 是 

沿 长 江 向 上 到 赣州 { 今 成 都 ) ,再 北上 龙 酒 ( 今 松潘 ) ,经 青海 

湖畔 的 吐谷浑 都 城 , 西 经 柴 达 木 盆 地 到 训 煌 , 与 丝 路 干道 

合 ; 或 更 向 西武 过 阿尔 金山 口 , 进 人 西域 痢 善 地 区 ,与 经 路 

南 道 合 ,这 条 道 被 称 作 "吐谷浑 道 " 或 “河南 道 ", 今 天 人 们 也 

叫 它 作 ”* 青 海道 "。 还 有 从 中 原 北 方 或 河西 走廊 向 北 到 蒙古 

高 原 ,再 西行 天 山北 药 , 越 伊犁 河 至 碎 时 ( 今 托 克 马 克 附 

近 ) ,进入 中 亚 地 区 。 这 条 道路 后 来 也 被 称 作 ”北新 道 ”, 它 

在 蒙古 证 国 和 元 朝 时 期 最 为 兴盛 。 

除了 陆 上 丝绸 之 路 外 ,从 汉代 开始 ,中 国人 就 开通 了 从 

广东 到 印度 去 的 航道 。 朱 代 以 后 ， 随 善 中 国 南方 的 进一步 



开发 和 经 济 重心 的 南 移 , 从 广州 . 录 州 ,杭州 等 地 出 发 的 海 

上 上航 路 口 益 发 达 , 越 走 越过 ,从 南洋 到 阿拉 们 海 , 其 至 远 达 

非洲 东海 岸 。 人 们 把 这 些 海上 贸易 往来 的 各 租 航线 ,通称 

之 为 "海上 丝绸 之 路 "。 

二 、 丝 绸 之 路 的 地 理 环 境 和 有 历史 演变 

陆 上 丝绸 之 路 所 经 过 的 欧 亚 大 陆 (Eumasia) , 主要 是 中 

国 和 化 洲 之 间 的 内 陆 亚 浏 地区。 这 一 地 区 的 地 理 特 征 是 气 

候 异 常 干燥 ,降雨 量 极 其 稀少 。 在 丝绸 之 路 的 中 部 地 带 , 有 

号 称 为 “世界 屋 寡 "的 帕 米 尔 高 原 , 以 帕 米 尔 商 原 为 中 心 ,向 

四 周延 续 出 喜 弄 拉 雅 山 、 昆 仑 山 . 喀 哺 民 仑 山 .天山 .阿尔 奉 

出 . 阿 顿 由 . 兴 都 库 什 山 等 山脉 ,冰峰 峡谷 ,行走 艰难 。 这 里 

的 另 一 富有 特色 的 地 狐 和 景观 是 沙漠 和 戈壁 ,如 新 疆 的 塔 

克拉 玛 干 大 沙 渡 .里 每 东部 的 卡拉 库 姆 沙 席 .伊朗 的 卡 维尔 

让 漠 等 ,对 于 行 旅 来 说 ,更 是 干 汐 难 行 。 此 外 , 虫 盐 过 沉积 

而 形成 的 崎 虹 起 伏 、 犬 牙 交 错 的 雅 上 六 地 形 ,也 是 一 个 重要 的 

地 理 障 碍 。 唐 代 许 人 所 摘 伍 的“ 映 雪 峰 犹 暗 ,和 滋 冰 马 屡 惊 ” 

《 杨 师 章 4 陈 头 水 ，“ 黄 沙 西 际 海 , 白 草 北 连天 ”内参 《过 

酒泉 忆 杜 陵 别 业 》) , 正 是 这 些 地 理 景 观 的 生动 写照 。 而 西 

行 取经 人 惜 人 笔下 所 措 写 的 “上 疱 改 鸟 , 下 无 走兽 , 复 无 水 草 ” 

(大 枇 峙 才 一 藏 法 师 传 妨 , 则 是 亲 履 其 地 的 感受 。 

然而 ,从 答 立 在 纱 漠 边缘 的 一 座 座 雪 山上 流下 来 的 河 

水 , 灌 法 游 润 了 大 六 之 中 一 片 片 绿 训 ,填补 了 流沙 世界 的 

“生物 真空" ,也 提供 了 中 西 往来 路 途上 的 中 间 站 。 我 们 的 

先 民 并 没有 因为 不 利 的 地 理 条 件 而 陷于 孤立 ,由 于 交换 的 

证] 卫 国 赤 序 剖 避 关 寺 副 讲 . .- 歌 付 种 底 
im| [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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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 灯 夯 了 斗 于 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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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 ,人们 很 所 就 开始 了 对 外 界 的 探索 。 

东西 方 出 十 的 考古 资料 , 搞 术 了 了 先秦 时 期 东西 广 奖 入 

的 存在 。 如 过 宁 喀 左 蒙 古 族 昌 治 县 东山 嘴 发 班 的 新 石器 时 

代 的 陶 质 曲 体 女神 像 , 即 两 方 考古 学 所 谓 " 维 纳 斯 女 昼 像 ”， 

与 中 欧 . 南 彼 以 上 大 西伯 利 下 地 区 出 十 的 同形 女神 像 十 分 相 

像 。 河 南安 阳 肌 焉 妇 好 曹 出 土 的 商 代 和 田 王 .俄罗斯 阿尔 

泰山 赴 厅 巴 泽 备 交 (Pazyryk) 大 墓 发 现 的 公元 前 五 至 前 四 直 

纪 的 中 国 钢 镜 和 经 织品 ,表明 在 相当 长 的 一 段 时 间 里 ,北方 

和 西北 方 的 游牧 民族 ,如 名 如 人 ,月 友人 和 斯 基 泰 人 等 , 扮 

演 普 东西 方 文化 父 年 的 主角 。 

秦 . 汉 上 上 朝 统一 中 国 , 积 事 了 中 原 王 朝 的 实力 。 到 公元 

前 二 世纪 的 汉 武 帝 时 ,为 了 打败 称 雁 江北 . 摄 顶 中 原 农 赫 居 

民 的 游牧 王国 名 奴 ,雄才大略 的 汉 武 帝 族 张骞 出 使 西域 , 联 

络 被 匈奴 人 从 河西 赶 走 而 定居 在 阿 婚 河 一 带 的 大 月 氏 人 。 

张 蹇 经 过 干 难 万 险 ,虽然 没有 搬 米 大 月 氏 的 兵 , 却 全 面 了 解 

了 西域 的 政治 和 地 理 情 况 。 随 后 汉 臣 帝 又 派 张 春 第 二 次 出 

使 西域 ,这 一 次 使 轩 的 人 数 总 共有 三 百人 之 多 ,张骞 及 其 随 

行者 的 足迹 也 更 为 广远 ,到 了 大 宛 ( 并 和 尔 十 那 ) . 康 居 (以 今 

塔什干 为 中 心 的 六 牧 王 国 ) .大 月 氏 .安息 (古代 波斯 帕 提 亚 

王国 ),. 身 毒 (印度 ) 等 国 。 张 赛 的 两 次 西行 ,打破 了 游牧 民 

族 对 丝 路 贸易 的 垄断 ,使 中 国 和 中 亚 、 南 亚 、 西 亚 诸 王 国之 

间 建 立 了 直接 的 贸易 往来 关系 , 张 败 等 人 带 回 的 报告 ， 

是 中 国人 对 外 部 世界 的 首次 真知 实 见 ,而 且 由 司马 迁 和 班 

国 分 别 写 人 《史记 :大 宛 传 9$ 和 & 汉 书 ' 西 域 传 ?, 从 此 结 训 了 

我 国 十 代 对 西方 神话 般 的 传闻 认识 。 正 因为 张 赛 的 这 一 蚀 

举 在 历史 上 的 重要 性 ,所 以 人 们 把 张 蹇 通 西域 一 事 形象 地 

称 之 为 " 辫 空 ”。 



张 夺 西 行 的 直接 后 果 ,是 促使 汉 袁 打败 印 妈 。 结 果 , 汉 

朝 不 仅 在 河西 走廊 建立 了 武威 .张掖 .酒泉 ,敦煌 四 个 群 ,还 

进而 派兵 远征 翘 岭 以 西 的 大 玫 , 获 得 武帝 梦 洗 以 求 的 天 过 

一 一 放血 马 。 到 了 公元 前 拘 年 , 汉 朝 在 西域 设立 了 西域 都 

坊 , 兵 制 了 塔里木 盆 地 。 汉 章 的 使 者 ,可 以 得 到 西域 各 个 绿 

洲 王 国 的 殿 应 ,西行 变 得 更 加 容易 ,使 者 相 望 于 道 , 往 来 不 

绝 。 

西 儿 未 年 , 荆 苦 专 玫 ,中 原 与 西域 的 关系 一 度 中 断 。 东 

竣 初 , 没 节 帝 汪 班 超 经 营 西域 ,重新 恢复 了 西域 都 护 对 塔 里 

本 盆地 的 统治 。 与 此 同时 .匈奴 分 裂 为 南北 两 部 , 北 匈奴 在 

南 匈 胡 和 汉 朝 的 联合 打击 下 , 西 迁 到 黑海 北岸 ,引起 了 西亚 

和 欧洲 许多 民族 的 迁徙 。 在 丝绸 之 路 的 历史 上 , 甘 英 的 西 

行 是 中 国人 的 又 - 壮举。 公元 年 ,西域 都 护 班 超 派 吐 部 

王 甘 英 击 使 大 奉 ( 思 马 帝 国 )。 甘 英 一 直 来 到 波斯 泣 头 的 幼 

发 拉 底 河和 底格里斯 河 人 海 处 的 条 支 (4ntiochig), 准备 液 

海 西行 ,但 安息 人 为 了 昔 断 东方 与 罗马 的 视 易 ,向 甘 英 夺 大 

了 阿拉 伯 海 航行 的 艰险 ,阻止 了 甘 英 进一步 西行 , 自 条 支 而 

还 。 甘 英 虽 然 没 有 达到 原 定 的 目的 地 ,但 他 仍 可 以 说 是 中 

国 第 一 位 走 得 最 远 的 使 臣 ,是 一 位 让 人 崇敬 的 时 代 英 雄 。 

他 亲自 走 过 了 丝绸 之 路 的 大 半 段 路 程 ,还 了 解 到 从 条 支 南 

出 波斯 湾 . 绕 阿 拉 伯 半岛 到 罗马 帝国 的 航线 。 

从 会 元 前 二 世纪 到 公元 后 二 世纪 , 沿 着 欧 亚 内 陆 交 通 

于 线 , 自 西向 东 , 有 四 大 帝国 并 列 其 间 , 即 欧 洲 的 罗马 (公元 

前 30 年 一 公元 284 年 ) ,西亚 的 安息 ( 帕 提 亚 , 公 元 前 三 世 

纪 中 叶 圣 公 元 226 年 ) ,中 亚 的 贵 镍 (公元 生年 一 226 年 )、 

东亚 的 汉 志 ( 公 元 前 206 年 一 公元 220 年 )。 在 公元 前 后 ， 

四 大 帝国 者 处 在 国势 昌盛 的 时 期 ,积极 向 外 扩张 ,如 罗马 帝 

7 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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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 在 属 拉 真 (Marcus Upins Tajanus, 98 一 117 年 在 位 ) 叶 ,把 

版 图 扩大 到 幼发拉底 河上 游 一 带 ; 多 如 顽 町 帝国 也 曾 把 势 

力 伸 进 塔里木 答 节 ; 汉 朝 则 成 劲 地 打败 匈奴 ,控制 河 点 走 

廊 ,进驻 天 由 南路 ， 张 蹇 的 利空 利 廿 英 的 远 行 ,使 东西 方志 

界 直 按 联 系 起 来 ,这 吓 时 代 英 雄 的 创举 ,也 是 历史 发 展 的 必 

然 , 其 结果 是 使 得 中 国 .印度 西亚 和 希腊 罗马 四 大 十 代 广 

明月 了 直接 的 和 余波 和 影响 ,此 后 , 仔 何 文明 的 发 展 再 也 不 是 

相对 孤立 地 进行 了 。 

从 中 国 历史 的 发 展 来 看 ,汉代 开辟 的 这 条 冀 网 之 路 时 

而 因为 政治 对 立 .民族 矛盾 力 全 战争 而 - : 麻 中 断 。 文 明 的 

发 展 ,势力 的 上 扩 北 ,商业 民族 的 活 慧 和 草原 游 笋 民族 与 农耕 

定居 民族 的 依存 关系 ,使 得 夺 西 方 的 精神 与 物质 的 文化 交 

往 两 千 儿 年 来 从 未 断绝 。 

东汉 末年 ,中 原 战 乱 频仍 ,秩序 温 乱 。 作 为 中 西 交通 的 

吐 只 之 地 教 煌 ,甚至 二 十 多 年 设 有 太守 ,当地 豪强 大 姓 雄 

张 , 菊 并 土地 ,使 小 民 无 立 锥 之 地 ,前 来 贸易 的 西域 商 胡 也 

备 受 欺诈。227 一 233 年 间 , 仓 枇 出 任 敦 煌 太守 ,有 力 地 抑制 

了 豪强 的 非 并 和 勒索 ,为 西域 商人 前往 内 地 买卖 提供 种 种 

方便 ,也 使 得 敦煌 成 为 汉族 与 西域 各 族 民 从 交往 贸易 的 一 

个 国际 都 会 。1907 年 ,英国 考古 学 者 斯 坦 因 在 敦煌 西北 长 

城 烽 峰 下 ,发 现 了 一 组 用 中 亚 桶 特 民 族 的 文字 所 写 的 票 特 

文 信 件 ,这 是 在 滁州 (武威 ) 的 票 特 商 人 写 给 家 乡 撒 蕊 尔 干 

《Samarkand, 在 今 乌兹别克 斯 坦 ) 钠 人 的 书 便 ,不 知 什么 产 因 

而 埋藏 在 敦煌 长 城 脚 下 。 信 中 谈 到 ,这 些 以 凉 州 为 大 本 营 

的 票 特 商 团 ,活动 的 范围 东 到 膏 阳 , 西 到 敦 类 ,经 营 中 国 丝 

网 等 商品 的 长 途 贩 卖 。 这 组 书信 写 于 西亚 末年 (312 年 前 

后 ) ,它们 真切 地 反映 了 当时 丝绸 之 路 上 的 商品 交易 活动 。 



魏 晋 上 南北朝 时 期 ,中 原 天 下 大 乱 ,不 少 大 族 和 有 文化 的 

士 大 纷 纷 迁 居 河 西 以 避 战 乱 ,促使 中 西 交 往 的 孔道 河 琴 走 

廊 的 文化 得 到 前 所 林 有 的 提高 。 五 泳 下 郝 的 先后 建立 ,也 

集聚 了 大 批 人 才 。 文 化 水 平 的 提高 和 太 量 于 人 的 存在 ,为 

本 地 区 接 爱 外 来 文化 担 殿 了 知识 的 基础 ,也 为 向 中 原 输 送 

镍 来 文化 提供 了 方便 。 侧 且 . 不 论 是 东 傅 十 六 国 ,还 是 后 来 

的 南北 蔓 , 都 不 断 有 东 往 西 去 的 使 者 旅行 在 丝 册 之 路 上 。 

比如 ,310 年 ,天 竺 (印度 ) 悄 人 佛 图 泣 至 洗 阳 ; 352 年 ,东晋 

僧人 法 喇 等 西行 取经 ; 437 年 ,北魏 董 斑 、. 高 明 等 出 使 西 

域 诸 国 ; 468 年 .北魏 得 使 韩 革 皮 出 使 波斯 ,与 波斯 使 俱 还 ; 

518 年 , 宋 云 与 惠 生 自 洛 阳 出 发 ,西行 到 经 ; 330 年 ,波斯 国 

遗 使 南朝 ; 此 外 ,还 有 大量 没 有 留 下 名 字 和 事迹 的 使 者 往 

米 于 东西 各 国 。 

由 朝 统 . -南北 ,中 国 封建 社会 开始 走向 全 盛 时 期 。 隋 

断 帝 时 ,让 黄 门人 符 朗 斐 矩 往来 于 张掖 .敦煌 之 间 , 通 过 西域 

商 硼 ,联络 各 国 首领 。 从 今天 保存 的 裴 矩 撰写 的 《西域 图 记 

序 4 中 ,我们 可 以 了 解 到 当时 丝绸 之 路 通 向 东风 马 . 波 斯 、 

印度 的 情况 。 

进 人 唐 代 , 民族 的 进一步 融合 , 狂 域 的 更 广阔 开拓 , 政 

治 制度 与 思想 文化 的 整合 ,使 得 唐 王 朝 凝 聚 了 极 大 的 力量 ， 

生产 发 展 ,商业 繁荣 ,文化 昌盛 ,并 以 博大 的 胸怀 ,大量 接受 

外 来 文化 ,使 之 融会 到 中 国文 化 的 整体 当中 。 从 唐 太 宗 到 

蕊 则 天 , 唐 朝 的 势力 不 仅 直 接 牢固 控制 了 塔里木 盆地 的 西 

域 诸 王国 ,而 县 成 为 天 山 以 北 , 划 岭 久 西 广大 区 域内 各 个 王 

国 的 宗主 国 , 中 西 往来 更 加 畅通 无 阻 , 当时 的 文化 交流 也 量 

现 电 令 人 眼花 统 乱 的 景象 。 西 方 的 珍 例 异 兽 、 珠 宝 香料 、 玻 

璃 器 是 、 金 银 货 币 纷纷 传 来 ,中 亚 ,西亚 的 穿着 .饮食 等 生活 

{ 帮 全 市) 谱 司 车 所 关 量 对 站 到 漠 ，. 台 入 坟 陈 



方式 ,音乐 .性 中 等 文化 娱乐 活动 都 源源 进 人 中 原 ,佛教 进 

一 步 盛行 的 同时 , 检 教 . 摩 尼 教 . 景 教 以 及 新 兴 的 贷 斯 兰 教 

都 在 此 时 正式 传人 中 国内 地 ,上 唐 朝 的 两 京 长 安 和 洛阳 以 及 

丝绸 之 路 [的 一 些 大 城市 如 凉 州 ,都 纷纷 呈现 出 国际 都市 

的 风 瑶 。 在 上 吸收 外 来 文化 的 同时 ,借助 唐 朝 强 大 的 政治 力 

量 ,中 原文 明 也 传人 此 方 ,深浅 不 等 地 影响 了 西方 各 国 。 

会 元 十 世纪 中 时 以 后 , 宋 王 朝 先后 与 北方 的 辽西 夏 、 

金 处 于 敢 对 的 形势 中 ,影响 了 陆 上 丝绸 之 路 的 中 西 交往 。 

南宋 建 都 于 东南 的 杭州 ,加 之 中 国 经 济 . 文 化 重心 的 南 移 ， 

海上 丝绸 之 路 更 加 付 盛 起 来 。 相 对 来 讲 , 陆 汪 丝 绸 之 路 要 

比 从 前 有 所 蕉 落 ,但 在 某 些 特定 的 时 间 里 也 被 频繁 地 利用 ， 

如 马可波罗 来 华 前 后 的 蒙 元 时 代 。 这 些 已 经 深 出 本 书 的 荡 

国 . 就 留待 以 后 再 讲述 吧 。 

三 、 通 过 丝绸 之 路 的 东西 方 文化 交流 

古代 丝绸 之 路 的 开通 与 维持 .对 中 西 物质 文化 和 精神 

文化 的 交往 作出 了 重要 的 贡献 。 在 丝绸 之 路 上 ,也 流传 着 

许多 东西 方 文化 交往 的 佳话 和 传说 。 

说 到 丝绸 之 路 ,人 们 自然 首先 会 想到 中 国 丝绸 的 西 传 。 

早 在 张 蹇 通 西 域 之 前 ,丝绸 就 已 经 大 量 转运 到 了 西方 世界 。 

在 古代 罗 双 ,丝绸 制 的 服装 成 为 当时 贵族 们 的 高 雅 时 各 装 

束 。 寺 为 来 自 膛 远 的 东方 ,所 以 造价 昂贵 ,罗马 为 了 进口 丝 

网 ,流失 了 大 量 黄 金 。 我 们 今天 在 雅典 卫 城 巴 台 农 神 庙 的 

女神 像 身上 ,在 意大利 那不勒斯 博物 馆 收藏 的 酒 神 岂 克 科 

斯 的 女 称 司 像 上 ,都 可 以 看 到 希 腾 罗 马 时 代 的 人 们 所 穿着 



的 丝绸 服装 ,轻柔 肚 逸 , 露 体 动人 。 丝 绸 服装 的 息 求 已 经 到 

了 讲 侈 浪费 和 伤风 败 俗 的 地 步 ,使 得 罗马 元 老 院 多 次 下 令 ， 

杖 正 穿 用 丝 织 上 服装 , 但 并 设 有 起 多 大 作用 。 

罗马 帝 同 的 古典 作家 们 把 产 丝 之 国 称 之 为 “ 赛 里 斯 " 

[Seres)。 公 元 一 世纪 的 博物 学 家 老 普 林 尼 (Cais Pliny the 

了 lder,23 一 79) 在 《博物 志 ? 中 说 :“( 赛 里 斯 ) 林 中 产 丝 ,驰名 

宇内 。 丝 生 于 导 时 .三 , 取 出 , 湿 之 以 水 , 理 之 成 丝 。 后 织 成 
钟 绣 文 绮 ,贩运 到 罗马 。 富 赛 贵族 之 妇 妇 , 裁 成 衣服 ,光辉 
村 日 。 赛 里 斯 就 是 中 国 , 这 是 妆 时 丝绸 远 销 罗马 的 真实 每 

老 善 林 尼 和 以 后 相当 一 段 时 间 里 的 西方 学 者 ,并 不 清 
楚 丝 绸 是 如 何 织 成 的 。 中 国 的 养 乔 和 缚 丝 的 技术 是 很 晚 才 
传 到 西方 的 。 唐 朝 初 华西 行 取经 的 人 人 玄 柴 ,在 公元 644 
年 回国 途经 于 疗 ( 今 和 田 )} 时 , 听 到 一 则 传说 ,在 现存 的 有 关 
于 图 佛教 中 的 藏 文 文献 中 也 有 大 同 小 异 的 记载 。 这 个 故事 
的 主要 情节 是 讲 于 阅 王 曾孙 东 国 (一 本 作 中 国 ) 女 为 王后 ， 
暗中 要 求 对 方 将 牌 种 带 来 。 新 娘 下 嫁 时 ,偷偷 把 桑 短 种 子 
藏 在 帽 辊 中 , 骗 过 了 关 防 ,把 养 蚕 制 丝 的 方法 传 到 了 于 阅 。 
从 此 以 后 ,于 阅 “ 和 桑树 连 荫 " ,可 以 自制 丝绸 了 。 于 阅 国 王 为 
此 特别 建立 了 厅 射 借 伽 蓝 ,了 以 为 纪念 。 近 代 考 古 学 者 曾 在 
和 和 田 东 北 钞 漠 深 处 的 丹 丹 乌 里 克 遗 址 ,发 现 一 块 八 世 纪 的 
木板 画 , 上 面 描绘 着 一 位 中 国 公主 带 着 一 顶 大 幅 子 ,一 个 侍 
玄 正 用 手指 着 它 。 研 究 者 都 认为 ,这 里 所 画 的 正 是 那 位 传 
播 养 乔 制 丝 方法 的 丝绸 妇 神 。 解 放 后 ,考古 工作 者 在 旺角 
敌 盆 地 的 古 莫 中 , 发 握 出 大 批 高 昌国 时 代 (502 一 640) 的 没 
文 误 书 ,证 明了 塔 里 林 盆地 的 西域 各 绿洲 王国 生产 的 丝 织 
品 情 况 。 

11 志 

{ 唱 作 宗 ] 邮 辣 杰 重庆 蜀 间 十 而 尘 ，. 职 全 划 队 



至 于 更 远 的 西方 世界 ,是 迟到 六 世纪 和 东 罗 马 查 士 丁 尼 

太 帝 (Justinian the Great,483 一 -565 年 在 位 ?时 , 才 由 印度 人 

(一 说 波斯 人 ) 从 塔里木 盆 好 的 西域 王国 那里 ， 用 守 竹 枕 偷 

运 走 重 种 的 。 

物质 文化 的 交流 总 是 双向 的 ,中 国 奉 载 给 西方 世界 以 

精美 实用 的 丝绸 , 欧 亚 各 国人 民 也 同样 回报 了 各 种 中 国 的 

需求 品 。 

我 们 今天 所 常见 的 一 些 植物 ,并非 都 是 中 国 的 土产 ,中 

国 古 代 文 献 中 记载 的 一 批 带 有 “ 胡 " 字 的 植物 ,如 胡桃 、 胡 

拟 . 胡 草 . 胡 昔 .未 椒 .大 桐 泪 ,请 草 卜 等 等 ,十 有 八 九 是 米 自 

西方 。 而 且 , 上 古代 文 献 中 往往 把 这 些 植物 的 移植 中 国 , 归 功 

于 第 一 位 中 西 变 通 的 美好 使 者 一 张 夺 。 实 际 -上 ,现在 可 

以 确 指 为 张 赛 带 回 来 的 物产 ,只 有 莒 落 和 葡萄 ,前 者 原 产 伊 

关 高 原 西 北 的 米 底 亚 (Medqia) ,后 玫 是 西亚 和 埃及 最 早 人 工 

栽培 的 一 种 模 物 。 

汉 才 以 来 , 西 来 的 不 仅仅 有 植物 , 达 有 罗马 的 玻璃 器 、 

西域 的 乐舞 .杂技 ,到 了 东 汉 末 年 ,史书 记载 “ 灵 帝 (167 一 

189 年 在 位 ) 好 胡 服 大 帐 . 胡 床 、 胡 泽 、 胡 饭 、 胡 空 候 、 胡 笛 、 

胡 舞 ,京都 贵 束 皆 竟 为 之 。(《 续 汉 书 五行 志 妇 

从 禾 晋 到 隋唐 , 随 着 属于 伊朗 文化 系统 的 票 特 人 的 大 

批 迁 人 人 中国, 西亚. 中 亚 的 音乐 舞蹈、 饮食 .服饰 等 等 ,大 量 

传人 中 国 。 

票 特 人 ,在 中 国 古 代 史 籍 中 叫 " 晤 武 九 姓 "“ 九 姓 胡 ”， 

或 就 简称 作 “* 胡 ” ,他们 的 故乡 在 中 亚 阿 婚 河 和 锡 尔 河 之 间 

的 栗 特 地 区 ,以 搬 马 尔 干 (在 今 驴 得 草 死 斯 坦 ) 为 中 心 , 有 九 

个 绿洲 王国 , 即 康 . 安 . 坦 . 石 ̀ . 史 、 米 等 国 。 这 些 票 特 人 大 客 

以 经 商 为 业 ,他 们 组 成 商 轩 ,成 群 结 队 地 东 来 贩 易 ,并 且 有 



许多 人 就 过 渐 在 经 商 之 地 留 居 下 来 。 所 以 ,就 今 所 知 , 南 

弟 朝 到 唐朝时 期 , 沿 丝 网 之 路 的 于 铅 . 楼 兰 , 怨 兹 ( 库 车 ) .高 

昌 ( 吐 鲁尼 ) .部 烧 . 油 泉 ,张掖 ,武威 和 长 安 .洛阳 等 许 冤 城 

镇 ,都 有 阳 特 人 的 足迹 。 他 们 的 后 裔 渐渐 汉化 ,但 不 少 人 的 

外 表 还 是 深 目 高 鼻 。 在 中 国 历史 上 , 兽 有 不 少 人 或 好 或 坏 

地 影响 过 历史 和 车轮 的 运转 .比如 武威 安 氏 .曾经 帮助 唐 朝 平 

定 凉 州 李 轨 的 割据 势力 ,后 被 唐 朝 皇 帝 蝎 姓 为 李 。 又 如 发 

动 安 史 之 瑟 的 河北 叛 将 安 禄 山 , 和 割让 燕 云 十 六 州 而 作 睹 

皇帝 的 石 敬 斑 , 都 是 分 别 来 自 安 国 和 五 国 的 票 特 人 后 户 。 

聚 特 人 在 文化 上 很 早 就 接受 波斯 的 伊朗 文化 影响 ,他 

们 的 到 来 ,使 唐 朝 的 一 些 都 市 充满 了 一 种 开放 的 胡 风 。 我 

们 看 着 唐 朝 最 盛 的 开元 天 宝 年 闪 的 有 关 记 载 ,就 可 以 感受 
到 这 一 时 代 凤 潮 。 李 白 《 前 有 覃 酒 行 ? 诗 :“ 胡 姬 貌 如 花 , 当 

入 笑 春风 。( 全 唐诗 》 卷 一 六 二 ) 是 说 当年 长 安 有 酒家 胡 

女 在 招徕 宾 容 。 堆 参 4 酒 泉 太 守 席 上 醇 后 作 ? 诗 : 琵 罗 长 笛 

齐 相 和 , 羌 儿 明 积 齐 唱歌 。 浑 卖 弄 牛 京 墅 孙 , 交 河 美 泣 金 匠 

罗 。(《 淮 参 集 校注 ?着 二 ) 说 的 是 酒泉 地 方 官 的 宣 订 上，, 胡 

人 演唱 的 情形 。 和 白居易 《 胡 旋 女 》 诗 :天 宝生 年 时 欲 变 , 臣 

变 人 人 学 环 转 ; 中 有 太 真 外 神山 ,二 人 最 道 能 彰 旋 。"(《 全 

唐诗 》 卷 四 二 六 ) 太 真 就 是 杨 贵 妃 ,她 是 唐 玄宗 最 宠爱 的 妃 

子 , 其 善 跳 胡 旋 拓 ,说 明了 这 种 舞蹈 在 当时 的 风行 。 史 书记 

载 安 禄 山 “ 蝇 组 及 腑 ” ,极力 描写 其 脐 肿 肥胖 的 样子 ,大 概 是 

有 些 夺 张 。 他 作为 栗 特 人 后 痪 , 跌 胡 旋 是 其 家 常 ,史书 说 他 

“ 作 胡 旋 舞 帝 ( 唐 玄宗 ) 前 ,万 疾 如 风 "( 必 新 唐 书 ' 安 禄 山 

传 》) ,可 以 与 杨 贵 妃 妨 美 。 已 放 北 京 大 学 历史 系 教 授 向 达 

先生 曾 扎 有 长 篇 论文 4 唐 代 长 安 与 西域 文明 》, 我 们 可 以 从 

这 篇 事 学 名 作 中 ,一 览 唐 代 长 安 的 种 种 胡 化 景象 。 

rm 

13 区 



在 物质 文化 交 菠 的 同时 ,自古 而 米 , 通 过 丝绸 之 路 的 精 

神 文化 交流 也 在 不 断 地 进 生 。 

作为 世界 三 大 宗教 之 一 的 佛教 , 早 在 西汉 末年 就 传人 

中 国 。 魏 晋 南北 朝 时 期 ,战乱 频仍 ,为 佛教 的 发 展 提供 了 很 

好 的 条 件 。 到 了 隋唐 时 期 ,佛教 已 经 深入 民心 ,并 且 由 中 国 

的 高 人 民 创 立 了 中 国 化 的 宗派 。 今 天 ,佛教 已 没有 古代 那么 

盛行 ,但 人们 头脑 中 的 因果 报应 思想 ; 语言 中 委 常 使 用 的 

一 些 请 汇 ,如 "条 那 "“ 影 响 "“ 水 乳 交 融 " 等 等 ; 随处 可 见 

的 佛寺 山 语 ; 小 说 弹 词 等 文学 艺术 形式 ; 都 是 佛教 直接 或 

间接 留 下 的 影响 。 特 别 足 沿 着 丝绸 之 路 留存 下 来 的 佛教 石 

窗 , 著 名 的 如 危 效 的 克 玫 和 尔 . 吐 鲁 番 柏 孜 克星 克 . 教 煌 莫 高 

窗 .安西 榆林 帘 .武威 天 梯 山 . 永 靖 炳 刀 寺 .天 水 麦 积 山大 

同 云 冈 、 洛 阳 了 龙门 等 等 ,这 些 石 谨 大 多 融 会 了 东西 方 的 艺术 

风格 ,是 丝绸 之 路 上 中 西 文化 交流 的 见证 ,它们 连 成 一 串 宝 

珠 , 成 为 丝绸 之 路 上 的 重要 文化 遗产 。 

从 魏 亚 到 隋唐 ,西亚 的 只 教 . 摩 尼 教 . 景 教 . 快 斯 兰 教 也 

先后 传人 中 国 ,都 产生 过 一 定 春 度 的 影响 。 其 中 的 摩 尼 教 

本 是 产生 于 古代 波斯 的 一 种 宗教 ,在 波斯 受到 镇 压 , 几 乎 绝 

迹 , 但 却 在 中 国 , 特 别 是 中 国 的 维吾尔 先 民 回 钥 人 中 间 广 为 

传播 ,甚至 在 九 ̀ . 十 世纪 建 都 吐鲁番 的 西 州 回 锡 王国 中 ,被 

立 为 国教 。 教 煌 旺 鲁 番 发 现 的 汉文 和 各 种 伊朗 语 、 回 骨 文 

的 摩 尼 教 文献 ,与 埃及 发 现 的 科普 特 文 摩 尼 教 文献 一 起 , 构 

成 今天 我 们 认识 古代 世界 的 摩 尼 教 的 基本 文献 资料 。 

相对 而 这 ,在 元 之 前 ,中国 思想 的 西 传 远 远 不 如 她 所 

接受 的 那样 多 ,但 中 国 物产 和 技术 的 西 传 却 是 难以 统计 的 ， 

造纸 .印刷 、 凌 器 、. 状 器 .火药 .指南 针 等 等 的 西 传 ,为 世界 文 

明和 做 出 了 重大 的 贡献 。 直到 明 末 清 初 耶稣 会 士 的 到 来 , 才 



将 中 国 妃 想 广 化 大 规模 地 介绍 到 西方 ,同时 也 开户 了 西方 

近代 文明 进 人 中 国 的 时 代 。 

丝绸 之 路 的 道路 漫长 而 入 迁 , 而 再 无 始 无 终 。 丰 古代， 

它 是 传播 友谊 的 道路 ,也 曾经 是 被 战争 铁 蹄 战 踏 过 的 道路 。 

今 大 ,人 们 已 经 忘却 昔日 曾经 有 过 的 知 难 . 而 把 丝绸 之 路 

看 作 是 连 引 东西 方 文明 的 纽带 。 近 秆 来 . 圈 侣 国教 科 文 纽 

织 发 起 的 " 些 岗 之 路 研究 计划 " ,把 丝绸 之 路 称 作 “对 话 之 

路 ” ,以 促进 东西 方 的 对 话 与 详 流 。 对 于 中 国人 民 来 讲 , 今 

天 的 丝绸 之 路 ,是 开放 之 路 ,是 奋进 之 路 ,是 通 癌 二 十 一 此 

纪 的 光明 之 路 - 

1 原 载 & 中 华文 明之 光 # 第 二 辑 ,1999 年 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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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篇 

胡 人 于 徙 与 聚落 





票 特 人 ,是 属于 仇 朗 人 种 的 中 亚 十 族 ,在 中 国史 头巾 又 

被 称 为 昭武 九 姓 . 玫 姓 胡 ,条 种 胡 . 彩 特 明和 等 。 他 们 原本 生 

活 存 中 亚 隔 婚 河 和 锡 尔 河 之 间 的 洋 拉 去 山河 流感 , 即 圳 开 

文献 所 说 的 票 竺 好 区 (Sogdiana. 索 格 底 亚 那 ), 其 宇 要 范围 

在 今 乌 蓝 别 克 斯 坦 。 栗 特 人 长 期 受 其 周 进 的 强大 外 族 故 力 

所 挤 制 .先后 臣 属 干 波斯 的 阿 契 美 尼 德 王朝 . 希 腾 的 亚 万 山 

大 帝国. 窗 谨 古 十 朝 , 康 居 国 月 氏 部 . 贵 霸 帝国 . 忠 因 国 等 。 

票 特 人 在 各 族 统 治 下 , 泪 有 灭绝 , 帮 是 加 强 了 自己 的 应 变 能 

为 ,内 而 成 洗 一 个 独 基 特色 的 商业 民族。 与 此 同时 ,在 票 特 

地 区 的 大 大 小 小 的 绿 训 上 ,在 各 族 统 褒 柑 对 落 弱 的 时 候 , 渐 

交 聚 集成 为 - -个 个 天 小 不 同 的 上 碱 邦 国 家 ,其 中 以 鞠 马 尔 于 

(Samarkand) 为 中 心 的 康 国 最 大 ,此 外 还 有 布 输 拉 ({EBakhari) 

的 安国 . 苏 对 沙 那 (SutmshanavUshrusana) 的 东 草 国 . 动 布 咀 

那 (Kapitanaiy 的 萌 国 . 瑟 底 痕 (Ishiakhan) 的 西 萌 国 . 甬 穆 加 

(Maymurgsh) 的 米国 . 屈 坎 你 加 (Kushainika) 的 何 国 , 押 霜 那 

《Kashana) 的 中国 、 灰 时 (Chach) 的 石 国 等 等 ,不 同时 期 ,或 有 

分 合 , 史 称 “昭武 九 姓 ”。 

1 短 

外 惕 首 和 旨 苇 德 黄 便 



国 了 嫩 下 如 

字 上 

时 冲 

笛 于 经 商 和 战争 等 原因 , 杜 特 人 在 汉 良 之 间 沿 丝绸 之 

路 大 下 移居 中 辐 , 在 卉 里 本 盆地 . 蒙 由 向 诛 和 中 国 北方 .部 

有 他 们 的 移民 聚落 ,小 布 十 分 三 泛 。 他 们 经 商 .苦战 、 售 奉 

只 教 .能 歌 善 三 等 特性 ,对 中 占 中 国 的 政治 进程 “二 均 教 ” 

(证 教 . 麻 忆 教 .电教 ) 的 传播 .音乐 三 蹈 的 繁荣 间 盛 等 ,都 产 

告 子 识 刻 的 影响 ， 

上 区 村 纪 林 .二 十 岂 纪 补 , 在 新 疆 和 由 . 尼 雅 ,楼 . 库 

车 ,此 和 钴 普 的 一 些 遗 址 以 及 部 低 藏 经 润 发 现 了 大批 写 本 ,其 

中 有 相当 数 旦 的 用 中 十 全 调 语 (Middle Fanian) 所 写 的 文献 ， 

包括 属于 是 支 仇 关 话 (有 estem Fanian) 的 由 担 亚 话 (Parhian ， 

一 称 安息 语 ) .中 目 波 斯 语 (Midqle Persian) 文 书 , 和 属于 东 支 

伊朗 语 ( Easterm [Iranian) 的 于 闸 语 (Khotanese) .村 特 语 (Sogdi- 

am) 材料 ,还 有 少量 的 巴克 特 里 亚 语 (Baetrian, 一 称 太 复 语 ) 和 

所 谓 “ 贸 木 舒 上 语 ”(Thmshuqese ) 线 着 。 这 些 古 写本 主要 被 

德 . 法 . 英 . 俄 .日 和 珊 典 的 考察 队 带 回 柏 栖 .巴黎 .伦敦 . 圣 披 

得 你 .京都 和 斯 德 避 尔 摩 . 通 过 几 代 伊朗 语 专家 的 努力 .虽然 

还 有 不 少 写本 设 有 判 布 .但 大 客 数 文献 的 内 容 已 经 研究 明 

了 ,其 中 的 写 经 顾 记 , 鞭 俗 文书 提供 了 不 少 历史 信息 ,留存 于 

当地 的 润 帘 题 各 ,也 保存 一 些 珍 贵 材料 。 本 文 所 利用 这 些 中 

古 伊 调 语文 献 中 有 关 西 域 忠 地 的 材料 , 辅 以 汉文 传世 文献 材 

料 和 新 胜出 土 汉 文 文书 ,重点 阑 明 前 人 未 曾 留 意 的 于 辆 、 楼 
兰 . 朴 款 . 据 史 德 . 人 歼 .和 码 剧 等 西域 地 区 的 栗 特 移民 和 孙 落 

问题 ;并 以 此 为 例 说 明 建 立 在 这 些 仇 庚 语 文献 基础 上 的 颁 遍 

学 研究 ,对 仇 斯 兰 化 以 前 西域 历史 地 理 研 究 的 贡献 。 

以 往 大 们 主要 是 和 根据 汉文 文献 和 敦煌 吐 章 盖 出 土 文书 

来 考察 丝绸 之 路 上 的 票 特 人 聚落 问题 ,虽然 对 吐鲁番 、 敦 

煌 . 均 布 泊 . 且 来 .武威 .长 安 .洛阳 .内 蒙古 等 地 的 栗 特 人 及 



其 沦落 有 有 了 比较 深入 的 认识 司 ) 但 是 由 于 材料 的 限制 ,人 

们 皮 而 对 这 些 地 区 以 耳 的 朴 鞠 .于 阅 .组 兹 . 风 交 等 西域 地 

区 的 情形 不 其 了 然 。 照 常理 讲 , 这 些 票 特 人 东 来 必 有 经 之 路 

上 的 重镇 ,必然 会 留 下 栗 特 人 的 遗迹 ,但 己 知 的 弘文 材料 对 

此 几乎 没有 反映 ,而 新 疆 出 土 的 各 种 屋 诸 文 节 为 我 们 探 

讨 这 一 问题 提供 了 重 昌 的 线索 。 

一 、 于 疗 

关于 标 特 人 从 何 时 进 人 于 阅 地 区 的 问题 ,由 于 材料 的 

限制 ,目前 还 准 以 说 明 。 秆 得 注意 的 是 斯 坦 册 (4A.Stein) 在 

安 得 悦 (Endere) 发 现 的 一 件 使 点 文 契 约 文书 , 印 著名 的 fo . 

661 身 .其 中 头 卖 的 一 方 是 suliga vagit vadhaga [2 Suliga 一 

词 , 托 玛 斯 (F, 台 .Thomas) 疑 指 " 瑚 勒 人 ”并 举 朴 勒 的 藏 文 

拼 法 shu-]l 说 为 证 。 但 su- 音 不 送气 ,与 shu- 不 能 轻易 等 局 ， 

[I] 羔 们 蒜 # 部 炉 : 寺 重量 二 注册 纯 口 一 上 Fe 多 上 人 人 季刊 东西 立 涉 3 第 

5 卷 第 1.2.3 期 ,1985 年 :池田 温 &8 世纪 中 时代 拉 生 下载 煌 四 ”名 下 素 

落 风 ,人 工 - 一 也 3 江 了 六 线 究 》1 41965 秆 .49-92 和 抽 ;, 参 看 朱 稿 “Cavm mi he 

Thousaand Buddhas"， 卫 . Yarshaterf ed. ) ，Emeyefopaedia ramreaz ，Y.1, Mew York 

1990， 了 -27 一 加 ;PPebioat，“Tr Charireat 19 OF ar 是 二 orlonir 

sn 由 enne de |a 吧 on du Lob Nor” ，journal dstatigae ,11e armie，Val，L91 和 6，pp - 

1 -~ 123; 张 广 达 & 味 代 六 胡 时 等 地 的 昭武 九 媳 ?》. 北 京 大 学 党报 #i986 后 

第 2 其 ,78 页 1 陈 国 灿 《 魏 彰 至 附 唐 河西 明 人 的 刀 居 与 淡定 孝 # 必 西北 民族 

机 究 》1988 年 第 上 其,1 昭 一 208 页 ; 上.G.Phuleyblank, “点 Sopgdian Coiony in Im- 

per NMfomgnlia"，7T ”aamng Pao . 41.1952，pPp.317 - 356， 

[2 ] 辣 .Siein，Seriaaia ,JTJV，Oxfpel 1931，pl XYWYVIT 有. 刚 , Royer， 玉 -本 Rafeem 六 

Senart， 向 arosf 册 [Jpacriptrens ，【， Chdord 1920，p.、 249; 工 、Huarrow， 公 

asleuiom 本 于 ce Rarest 有 cemen om Chinese Tirestan ，London 1940， 

P.137 . 

3 各 

冰 暗 关怀 总 茜 钴 黄 而 



因此 我 们 更 倾向 于 科 诺 天 (S.Konow) 的 说 法 ,suliga 印 “ 守 利 

( 栗 特 ) :人 遗 妇 的 是 这 作文 飞 出 十 时 , 恰 有 发 现 吕 以 羯 

定 其 年 代 的 材料 。 过 去 .人们 根据 和 田地 区 出 土 的 侍 卢 文 

《法 名 经 》、 汉 使 二 体 钱 以 及 部 善于 同人 使 用 的 传 卢 文书 的 年 

代 , 试 为 这 件 误 书 的 年 代 不 晚 于 四 地 纪 ,但 从 文书 中 的 某 些 

和 柑 明 语 问 扎 和 几 个 匹 风 庆 字 母 以 用 传 瞩 文 在 塔里木 盆地 一 

直 使 用 到 巧 贞 纪 的 事实 来 看 ,这 件 文 睛 也 可 能 产生 在 四 百 

七 世纪 之 间 1 2 内 此 .保守 地 说 村 特 人 时 在 七 世纪 以 前 就 

到 了 于 疗 地 区 - 

在 和 及 . 部 炸 等 地 出 士 的 信和 至 十 进 纪 的 于 阅 语 文书 中 ， 

有 一 个 与 其 他 四 族 并 列 的 词 si 复数 形式 是 salya, 摧 利 

(H , 鸡 .Bailey) 教 授 和 先 后 提出 指 " 玻 款 人 "“ 书 吏 ”“ 栗 特 

大 "三 种 假说 ,现在 已 经 按 弃 前 两 说 ,而 确定 为 “ 察 利 ( 即 桶 

特 刀 的 对 音 0 这 -结论 可 以 从 历 喝 学 的 着 度 加 以 补 和 证。 

于 阁 语 文书 中 的 salisilya, 贝 利 教授 从 斯 文 称 定 (Sven 

Hegim) 等 人 的 收集 品 申 共 找 出 十 四 个 例证 5 其 中 二 例 见 

本 Pelliot 编 寻 的 敦煌 文书 , 系 指 于 此 纪 潭 西 地 区 的 票 特 中 

民 ,与 本 文 无 涉 ; 只 外 ,能 本 裕 博 圭 又 检 出 -一例 ' 守 总 花 出 

[ 上] 5. Korow,， “Where waa 由 se Saka Langiage retnced io 而 riting”。，4ecta frerudahia ， 

X,1932,Pp. 玖 ,这 --- 看 法 得 到 贝 利 (9. 下 .Ruileyr) 的 肯定 , 见 克 ofarete Te 

VYTL，Carmhridge University Preae 、1985，P.78。 

【2 ] 张 广 过 . 莹 新 计 有 关于 和 了 出 芋 于 出 文 献 的 年 代 防 其 相 关 问 是 3$.& 东 详 学 

报 # 第 的 卷 第 1.2 期 ,1988 年 ,66- 合 页 .。 

[3 HL 本 -Bailey、 上 Hnterkeye Ts ，VYD，ph ,了 厢 -38 .条 . 克 .Baiiey,“[Imio-[rani- 

oa” ，Jnadologice Taurinensia ，VII-IX，1980 - 1981，pp.15- 18. 有 关 此 襄 的 妍 

穹 出 , 详 见 熊本 裕 &Hagmasa、 sy. 四 无 于 村 国际 佛教 大 学 玄学 旬 纪 要 》 第 

1 恒 ,1985 和 ,6 一 12.15 一 22 由 。 

[4 ] oanese Teszs ，VT， pp 36 一 77 

【5 ] 周 本 裕 上 引文 二 页 注 [19]。 



现 十 二 次 ,见于 十 一 件 文 若 中 , 现 将 贝 利 转 写 的 有 关 词 乱 引 

出 , 译 成 汉文 ,并 举 出 各 件 编号 ,再 做 讨论 514 

edin 1.6: saya 夸 arnaja nam 本 “上 药 特 人 收 丝 -- 匹 ” 

Hedin 19.18: 恬 e 5fya BpascG 宇 ] “此 等 [ 物 ] 由 栗 特 

大 分 了 配 ”; 

Hedin 19.20:5aem salo sa ni “他 自 盈 特 人 处 征收 ”; 

Or.11252,2.17: sa satyana sudata “村 特 人 苏 达 失 此 

[和 谷 ]” 52 

Dr.11252.36.b2: 下 呈正 gantdm 肌 和 az 直 “本 特 人 (条 

残 ) 未 交 小 才 ”; 

Or,11252,38.2: inatict sina papfoe 绩 auna ri mate“ 阿 

靡 支 { 人 臣 ) 自 票 特 人 处 征收 .其 将 所 得 丝 绢 昭 吕 ”; 

人 .11252,38.3: 到 site mail “这 些 理 特 人 收 版 ”; 

Or.11344,4.4: 巧 ap coa Pei pa padam 二 “区 特 

人 所 纳 计 丝 一 匹 半 ”; 

Or.11344 ,16.2: /AAA sEar ja papREnoa mite “他 (名 

残 ) 自 粟 特 人 处 收取 税 物 ”; 

Dr.6394 ,2.3-4: ys 于 si jsa ysanzthadt jisiem “ 余 自 更 

特 人 处 征 鉴 市 各 ”; 

Div.6.1，S0 五 Errapasiri pz . .ur “属于 票 特 人 

Krrapisin 的 部 分 : 

M.T.0463: si piwz( 避 片 )。 

这 些 文 书 挫 有 最 后 啊 件 有 上 原始 编导 ,分 别 出 土 于 和 上田 

[1 除 个 别 证 出 痢 诈 . 均 丘 琴 oranese Ex ，WJT，pp. 了 6 一 37. 

【2 此 才 于 属 - Hailhy Sr Tower ， 红 时 bodyame ，Loncdon ]568，ppb-34 - 35 ,其 

巩 坪 玄 啼 人 丰 懂 业 ， 

TI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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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 广 漠 深 处 的 丹 丹 马里 克 {(PDandan-Uiliqg) 与 和 转正 北 和 有 田 

河中 游 的 麻 筷 塔 格 (Mazar [fagh) 址 址 ;Hedin 编号 文书 和 Cr. 

11252 .Or.11344 两 组 文 . 片 ,我 们 已 在 另 文中 兽 订 均 系 今 策 

勒 虽 交 达 玛 淘 {OHUd Domoko) 一 带 遗 址 出 土 物 , 这 里 了 以 及 其 

北 症 的 开瑞 马里 克 相 当 于 唐 朝 于 疝 国 六 城 质 逻 州 的 范 

围 司 1 今 几 英国 图 书馆 的 Dr.6394.2 导 文 书 ,从 其 编导 来 看 

应 属 早年 人 藏 该 馆 的 Hoermle Coeileetion [ 2 这 件 文 书 的 肉 容 

是 spala《 萨 波 , 官 名 jgSsaniraki( 人 名 ) 致 Gayseta( 地 省 ) 要 d- 

aka( 人 和 名) 的 令 文 13 我 们 已 经 对 证 沿 后 者 即 Hoemle MS 3 

《时 .9.c 号 第 开 件 汉文 文书 中 的 “ 杰 谢 斯 略 ”, 杰 谢 即 今 丹 

再 区 里 克 !41 可 知 森 件 和 了 .ivr.6 导 同 出 一 地 。 从 这 些 文 书 

的 出 土地 及 广 书 前 内 容 , 不 难看 出 村 特 人 在 于 阅 六 城 质 逻 

州 的 广泛 存在 4514 除 此 区 域外 , 麻 杞 塔 略 出 王 于 笛 语 文书 

[1 张 广 达 . 芝 新 江 芝 关于 和 国 出 -上 于 也 立 页 的 年 代 点 污 相 关 问 题 y.9 - 允 页 。 

[2 ] 近 他. 的 94.13 导 又 风 作 H (oemle) 2 号 , 山 司 oswnese ex ，1，Camhmdge 

3969 .pp 6 oftenese Text ， 允 ，Carmbrigqge 198D，h.2- 

【3 】 osranese Txtz ，V。、P.53， 

【4 3 Woemle MS 3 图 版 见 A.F.R.Hoernle,“A Repon on ihe Rrilish Colertion of Aruiq- 

因 昌 于 wn erittal 生 刘 ，Pan ] 拉 Jerry 及 De dsiobir Sorpety Bene ，1XX 1， 

1901，bPanrmo-1Rh TY， 杂 穹 见 而 ，Chavannes， ”Chinese Piocurmenta fam the 

名 bua 央 Thandar- Uil 训 ， kiya and Fandere”，4nirifrl hosarr ，bhy 和 Sieim， 必 stord 

JS7， hp- 525， 然 未 起 出 " 萨 该 斯 团 " 四 了 李 。 对 证 抑 Zamg Caangda 二 Romg Xin- 

ji 本 ”in naanusorit chinnik Eeevert 站 Tire et Weotar Caiiers 

古 ” rt- 3 和 ugea 入 Dumhmiamg en 玉 heonpear te Fujiela Akiray，1997， 

卫 : 隐 -8 搂 误 中 将 iexie 均 误 排 成 ie, 特此 页 正 1 有 昌 张 往 达 . 某 新 汪 

妈 计 天 押 三 年 二 月 旧 成 狂 脱 ) 由 3 新 可 社会 科学 ?1988 年 第 1 期, 纪 页 。 

【5] 最 近 ，M.f.Yurobyova-Desayatovekayn 报道 二 圣 波 得 保藏 有 属 王 萨 波斯 略 的 一 

弓 于 阅 诸 文书 共 242 人 忻 , 原 件 疝 末 整理 公布 ,但 其 中 大 概述 会 有 淆 下 票 特 

人 的 记 瑟 , 见 拥 著 "“The Leningrad Colleolion of the Sakiah Buainesa Dexwarmenls amd 

he Problem ii hhe Jnyextipahiom co 人 ertbal 上 siaz Texts” ， 了 Japan mnd Tar-huarug. 

te Ta ee br 种 .Padonna，Firenze 992，Ph 后 - 时 。 



中 也 握 到 了 竖 特 人 ,可 异 文书 已 残 ,不 得 其 详 。 所 举 的 是 这 

旦 出 十 的 另 一 种 伊 调 语 文献 ,也 即 票 特 人 本 身 使 用 的 桶 特 

语文 献 提 供 了 强 有 为 的 佐证 。 斯 坦 因 在 这 里 发 现 的 M. 

Tagh a, 0D048(Dr.82127il3) .MTagh a.TV.00166(0r. 82127 

74)1 、M. Tagh a.0049(Or.821271123 .MTagh c II00710Gr. 

8212Z114) 、M， Tagh 0449( 0r, 8212j7)、M. Tagh 0626 (0r. 

821271778) 和 有 M.Tagh 038.dfCDr.8241271363) 七 任 文 书 , 当 是 

栗 特 人 的 遗留 物 , 其 中 班 .Ta 绅 a.0048 导 荐 摩 尼 教 文献 ,而 

M.Tagh 038.d 导 旦 商业 文书 ,其 他 内 容 尚 未 确定 0 当 在 

同样 的 范围 之 内 。 这 些 葛 特 移民 本 身 使 用 的 粟 特 语文 献 ， 

不 仅 使 我 们 进一步 认识 了 他 们 的 经 商 能 力 , 而 且 透 露 了 一 

个 重要 的 信息 , 即 摩 尼 教 在 于 大 的 流传 及 其 可 能 的 来 源 。 

上 述 文书 的 肉 容 大 霓 是 村 特 人 交纳 丝 物 或 政府 锅 他 们 

征收 租税 的 记录 ,其 中 有 些 税收 基 向 商人 征收 的 商业 税 是 

可 以 肯定 前 ,是 否 有 向 农民 征收 的 土地 税 尚 不 清楚 ,因此 尚 

死 法 分 辨 这 些 桶 特 人 哪些 是 前 来 于 阅 地 区 贸易 的 商贩 , 哪 

些 是 定居 的 编 户 ,但 现 有 文书 往往 不 把 他 们 和 其 他 居民 加 

以 区 分 , 似 表明 他 们 在 公元 人 世纪 时 ,已 是 著 夭 于 于 间 的 编 

户 了 ,只 是 由 于 他 们 善于 经 商 , 因 此 有 不 少 人 仍 从 事 商业 活 

动 喷 了。 钠 利 指出 ,在 于 略语 人 刨 教 文献 中 ，saieya 一 词 又 意 

为 “商人 ”, 从 一 个 表示 莱特 人 种 的 专 有 名 词 变 成 一 个 表示 

“商人 "的 一 般 各 词 (2 实际 上 ,这 怡 好 证 明了 在 于 疗 的 栗 

〖 1 ] NSine-WWillianas， “The Sogdian Frapments 上 f 由 e Britah 1jibrary”，Jade Franian 
Jeermel ,| 有 ,1916 ,phb.53- 有 简 , 02,67 - 侣 , 各 - 了 1,7273. 出 外 .DMKen- 

2 eds SEE 了 YE rrryr dt Transra 10)7，Leigen 

1976，p.ix 提 到 一 件 编 臣 为 MT.5.D 的 药 特 语 木 简 ,也 硒 来 自 麻 札 塔 格 ， 

【2 ] 向 oemnere exta ，YIT，p 76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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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 人 主要 是 从 事 商 业 的 ,因此 于 亲人 才 会 把 “ 票 特 " 利 " 商 

人 "等 同 起 来 。 

除了 了 伊 轴 语文 书 的 证 据 外 ,. 利 出 出 土 的 汉文 文 反 & 吉 于 

三 年 (760?) 由 史 环 仆 膝 》(Hedin 24) 中 的 “* 史 环 仆 ”50 必 建 

中 七 年 (786) 七 月 苏 门 习 举 钱 韶 并 Hoemle MS 3 = fr.6407) 

中 的 “ 保 人 安 芬 ” [2 也 可 能 是 分 别 来 自 史 国 和 安国 的 票 特 

大 ,他们 在 汉文 文书 时 遵从 汉 习 ,以 同 为 氏 。 

以 上 于 闪 文 , 票 特 文 和 激 文 材料 ,大 化 均 产生 于 约 790 

年 以 前 唐 朝 统 治 于 疗 时 期 .此 后 的 吐蕃 统治 时 期 ,情况 当 不 

会 有 本 大 变化 ,有 札 塔 格 出 十 的 未 刊 蕊 文 文 所 M.Tagh b.i. 

0013 号 中 提 到 Sog-dag( 即 葛 特 人 ) , 伺 可 证 明 这 一 点 5 

二 、 楼 兰 

由 和 上 田 东 行 , 依 次 是 电 末 和 若 光 两 大 绿洲 。 如 上 所 述 ， 

前 人 已 经 考证 出 这 两 地 均 有 票 特 聚 落 。 且 末 , 唐 高 宗 上 元 

三 年 (676) 改 名 为 播 仙 镇 ,高 宗武 则 天 乾 统 蕃 于 像 中 .有 " 播 

和 1 ] opaaetp Ttr ,TV Sa Tony pormn Reton 吕 古 ge 本 看 nm Cofiection ，Cambpridege 

1999,p.1364 张 广 达 . 药 新 江 # 关 于 和 胃 出 十 于 卫 玄 献 的 年 代 及 其 相 汉 问 

题 #59- 77 页。 

【2 ] 人 Yananeto 盖 站 了 Ke 四 ，7umjarterg ord Tripn 站 pmuaments cuncemuing Sociol and 

后 comarriz' 片 story ，1II Contreete 和) Tokyuy1987 ,pb-77i 革 ) 15986.p.359 ， 

[3] FF 有 Thamas。 Tibetan Tilererr 了 Text and Dorunmzentts aoncerning CRinere 

Tariestamr，IY: fnadires ed- 蕊 ,Conzs。，Tonton1963,p-BT,v Sogdag, :关于 Sog- 

dg 即 票 特 的 对 证 .大 丰 Fang-imei 口 ,， “atps om 站 bear sog ”，Ceottrerl rertar 

Jarral ,]. 2.1958, Pb 139 - 142; 声 和 市 着 文 广 - 持 Sog-po -: 词 再 树 》《 西 

藏 研究 ?1988 年 第 1 期 :It00- 103 页 ， 



仙 城 主 何 钛 帝 延 "名 (4 若 羌 , 唐 初 此 地 名 部 善 ,上 上 元 二 年 

改 为 石城 镇 。 业 短 写本 《 座 州 仍 州 地 志 记 : 石城 镇 …… 让 

观 中 , 康 国 大 首领 康 拖 典 东 来 居 此 城 , 胡 人 随 之 ,内 成 阳 落 ， 

亦 问 典 人 痛 城 "以 下 记 这 一 地 区 的 新 城 (此 支 城 ) . 荆 桃 城 . 萨 

星 威 , 均 为 康 相 典 所 簧 上 2 由 此 可 知 , 这 里 的 楼 特 训 落 是 

上 真 区 年 间 (627-649] 建 立 的 。 然而 , 栗 特 人 在 包 其 部 善 在 内 

划 楼 基地 区 香 足 , 却 不 始 于 贞观 年 间 。 

斯 坦 因 曾经 让 罗布泊 周边 的 上 直 楼 关中 址 中 ,找到 一 些 村 

特 文 材料 。1931 年 , 吾 软 尔 特 (H.Heiehel) 发 表 了 其 中 的 工 . 

A.VT.ii.D0l04 导 文 书 !314 近年 , 辛 姆 斯 一 威廉 姆 斯 (N.Sims- 

Williams) 又 检 出 工 .MTTG.09.L.A.Tx.0L02 LA.IV.v. 

028. 工 .1L.018 号 聚 特 语 文书 ,并 指 册 它们 所 用 的 标 特 字母 与 

敦 伯 长 城 活 烽 出 芋 的 著名 的 “ 票 特 诸 吉 街 札 ”一样 十 老 ,年 代 

应 在 四 世纪 境 叶 (44 与 其 中 的 四 件 粟 特 语 文书 同 出 于 -- 个 

泪 址 的 工 .AI 二 :号 汉文 本 简 上 (图 2) , 记 有 “”* 建 兴 十 信 年 

三 月 十 七 日 桶 特 胡 楼 兰 -- 万 在 钱 二 百 " 的 出 人 帐 目 05 建 兴 

十 八 年 当 公 元 330 年 ,恰好 与 上 述 粟 特 文 文 节 的 年 代 吻 合 。 

f{1】 咕 鸭 灿 《 唐 荡 苹 石 人 像 总 其 入 名 的 研究 9》,《 文 物 混 刊 %$ 二 ,1980 年 .JB9 - 202 

弄 。 

【2 蚂 充 见 & 羽 男 博 士 史 学 论文 柴 》 上 ,上 办 ,195? 年 ,5387 - 588 页 。 

【3] HB.Reichelt， 配 e sogaliscpem FanadschrgRenreste as Briniychen jusetms ,了 Hendol- 

herg，3931,pb.42- 

[4 ] NSime-Williana，"Thr Sogrian Fragments of the Britii Lihtary ,pp. 43,6.10; 下 

(renet 汪 加 末 . Sime- 名 iliamne，” The Histnrical Contertl 过 the Sofiamn Aneient Let- 

Teag”。Teeasttiom 中 raid 各 Arrdirr 瑚 ztorr 【Sackia game ，cahier 5)，Leovan 

[17 ,Pp.111.n-42. 

胡平 生 # 楼 兰 出 土 立 书 驾 号 $ 光 立 特 》i99! 年 第 8 期 ,41 -和 页， 按 , 的 .cha- 

Van Per peer end5 Peppert Pearr Harry 全 Pime 5 se 

了 yerkessan orienter] ，ODxford 1913，MNo.886 来 识 法 山 “ 特 " “ 兰 ” 一 宗 。 

[5 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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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 古 了 于 对 对 

亲 见 , 早 在 前 疗 时 期 ,楼 兰 地 | 

区 就 有 桶 特 胡 人 存在 ,而 卫 从 oa 多 | 
帐 日 所 记 一 万 石 的 数量 来 看 ， 光 | 
这 里 的 票 特 人 当 不 在 少数 。 _ 上 

唐 朝 初 第 ,从 贞观 初 到 武 池 贡 
周 大 授 二 年 (691) , 康 艳 典 和 康 和 二 7 
拂 陀 延 相继 出 户 朝 任 命 为 厂 在 9 
城镇 将 或 镇 使 11, 说 明 这 时 的 : 咯 
桌 竺 人 与 唐 朝 的 密切 关系 。 二 人 
敦 竹 疙 文 写本 《吐蕃 王朝 编 年 村 
忠 $([ Hoyal Annals) 记 694 年 夏 | 有 3 多 

“ 噶 尔 : 达 古 为 粟 特 人 俘 去 ", 这 
里 所 说 的 票 特 人 很 可 能 就 是 一 
石城 镇 的 粟 特 人 (2]。 当 唐 朝 用 和 
在 这 里 的 势力 为 叶 蕃 取代 引 ” 入 
后 , 仍 有 栗 特 人 在 这 一 带 活动 ， 和 
网 斯 坦 因 在 米兰 遗址 发 现 的 
MLI.iv,17 号 藏 文 木 简 和 新 疆 古 
考古 工作 者 在 同一 地 点 据 得 
的 73RMF26: 19 号 木 简 ! 3 图 2 楼 兰 出 土 前 凉 

于 兴 十 八 年 简 

[1 迷 文书 P 2005 永 州 图 经 } 登 第 三 冯 新 瑞 书 ?着 四 三 下 《地 理 志 妇 | 页 联 《 捍 

尝 四 达 i 昱 。 

[2 ] 可. 人 .Unray， “The 0 Tibetan Samateea of tihe HRistoaey of Demhral Asiaup to7St A.D.: 

息 Brvey”， 下 agegpraeni z 十 e Sorarpes oz Eee 了 story 咱 甩 全 开 are featrad rt - 

ed hy 本 .Harnatta。Buddapest 1979 ，p.282 . 

[ 3 ]】 刷机 :Thomas，Tiberar Preraary Teats dind Docarmeras coneerrHnag inene Turfeskrua ， 

下 ,London ,1551 , pt- 344 - 345: 二 区 . 陈 三 4《 吐 攻 简 和 让 鲜 蒜 ? ,北京 ,1986 年 ,如 

真 , No.10。 



顺带 要 泣 清 的 是 ,早年 , 羽 四 享 曾经 把 康 扰 联 延 一 各 中 

的 “ 拂 玖 延 " 比 定 为 摩 尼 教 的 称 导 之 一 " 拂 多 诞 ”, 央 而 认为 

楼 兰 地 区 存在 着 一 个 票 特 人 的 摩 尼 教 团 LI 但 这 一 比 定 

有 混 ， 拂 耽 延 " 实 为 村 特 文 "primy na( 意 为 "最初 的 恩惠 ”， 

妇 " 长 兄 "、“ 郑 大 "的 音 写 , 而 * 撞 多 施 " 是 译 自 村 特 

文 “867"am 12 芳 煌 写本 P.5034 沙 州 图 经 》 卷 第 五 石城 镇 

(部 善 城 ) 条 下 , 记 有 "一 所 只 舍 "5 , 知 此 地 的 聚 特 人 主要 

是 信奉 只 教 ,而 不 旦 摩 尼 教 。 

启 今 为 止 , 旷 什 节 区 的 考古 成 果 相 对 缺乏 ,目前 尚 没有 能 

够 喜 接 证 明 芸 特 聚 落 在 玻 勒 存在 的 当地 出 土 材 料 ,一 些 学 者 

认为 " 踊 著 ”一 名 似 即 “ 标 特 "的 汉 详 .或 可 证 粟 特 人 在 这 里 的 存 

在 !417 但 朴 勒 一 名 在 两 汉 时 期 就 存在 了 ,而 且 对 音 上 也 有 音 

韵 学 方面 的 困难 (参看 第 一 区 有 关 论述 ), 上 述说 法 没有 坚实 的 

证 福 。 其 实 , 汉 文 " 朴 贰 "一 名 可 能 译 自 某 种 伊朗 语 1571 十 一 世 

纪 马 赫 稳 德 : 喀 什 噶 里 著 《 窗 破 语 秤 典 》 所 记 喀 什 蜀 尔 城 郊 -一 

个 村 中 所 详 的 Kaneak 语 , 就 是 一 种 骨 朗 语 。 由 此 推 知 , 琉 勤 在 

{ 41 约 佣 事 4 谴 北 六 地 上 康 国 人 》 到 由 博士 史学 论文 集 ?》 上 着 , 襄 都 -1957 鱼 . 

得] -403 丙 。 

【2]】 可 了 田 扣 4 六 下 请 条 莫 (ID 才 申 工业 上 3 第 31 着 第 2 号 .1989 年 ,172 - 

133 页 。 

【3 】 池 用 洗 耿 州 图 经 略 - 考 $ 《得 塘 士 还 所 记 人 征订 洋 岂 论 吕 ,东京 .1994 年 , 

栅 。 

【4 。 季 线 体 等 4 大 唐 西 城 记 校 证? ,北京 ,中华 书局 .1985 年 ,996 页 。 

[ 5 ] 了 weuaese 了 ea ，VYH，ph 和- 史 - 

名 避 基 和 站 辑 泣 项 一 



加 右 呈 天 

烟 

几 潭 

伊斯兰 化 以 前 . 志 应 当 讲 一 种 全 朗 语 。 此 处 地 当 喜 特 人 东 行 

的 变通 要 道 ,推测 应 当 有 栗 特 到 落 的 存在 。 

吁 鲁 番 出 王 的 中 古 波 斯 语 《 摩 尼 教 鞠 美 诗 集 办 Mahma- 

mag. 编 号 乒 的 题 证 中 , 列 有 漠 北 辐 骨 可 证 受 北 许 ,高昌 、 

乱 芝 . 踊 蔓 、 拷 换 . 衣 青 、 温 宿 1?) 等 地 的 统治 者 和 上 幸 尼 教 信 

徒 的 名 字 , 漠 此 可 省 的 称号 ay ingri gl ni ap 

zyyur gayan :一般 痢 认为 指 保 义 可 主 (808 一 21 年 在 位 ) 或 

晓 礼 可 汗 (824 一 832 年 在 位 ) 514 可 以 据 知 此 集 完 成 的 天 敏 

年代 ,其 下 所 列 各 堪 镇 应 当 是 存 回 骼 计 国 的 直接 或 问 接 统 

褒 之 下 。 然 而 ,列举 这 些 天 镇 统治 埋 的 含义 ,大 概 主要 不 是 

政论 区 划 ,而 是 暗 指 摩 尼 教 教区 (24 它 表明 了 这 些 地 区 的 

摩 尼 教会 的 存在 并 月 受到 当地 统治 者 的 保护 !3)。 根 据 这 

部 4 赞美 诗集 ;题记 ,可 以 问 接 得 知 卜 蔓 . 温 宿 、. 拨 换 . 乱 兹 、 

顷 孝 以 及 高 昌 . 北 庭 , 均 有 票 特 人 的 摩 尼 教 团 存在 。 

四 、 据 史 德 

人 共 朴 勒 沿 北道 东 行 ,下 一 个 较 大 的 居民 点 是 汉代 的 尉 

[1 ] 下 .机 .R. WiHl]er,“Ein Deppelblatt an einem mamichaischen llyrnnenbuch (Mahma- 

mag)”。4Bfuanaagyuneere tlpr onigI、 yerse Hacalernin der Rissenachafien J972， 

HBedin 1913 ，pP .1 -405 肥 . 卫 . Henming， ”Argi amd the“Tokhariana ”， 闻 piterim oj 

he Son 叶 (yiemad an Fiean Sindies ,II.3,1938，pp.565 - 571: 森 安 幸 去 

& 增 补 : 宫 了 T 交 全 幸 肚 攻克 砂 寿 和 争夺 战区 不 旦 的 后 号 西域 情势 民 人 5 》， 

& 了 党 了 了 六 化 出 论 由 3 于, 东 评 ,1979 年 ,213 -215 页 。 

【2 ] Henaning，”"Argi and the “Taokharians"”，p.S67， 

[ 3 ]〗 多 .Sndermnann, “hanian Manichaean Toran Tenaa Coneeming the Tirfan Region" 。 

Than nug Jim-piang， th 12wtg - Firenze 1992，p.71- 卫 . 



头 或 唐 代 的 据 果 德 城 所 在 地 ,即今 巴 楚 区 地 东部 的 必 木 舒 

克 {f Tumshuq)。， 就 口 前 已 经 刊 布 的 材料 看 ,本 刘 纪 初 , 德 、 

法 . 英 考 察 队 六 在 这 里 发 击 过 一 种 东 癸 朗 语 文献 ,其 语言 特 

征 与 于 山 语 成 为 接近 ,西方 仍 良 学 界 用 较 晚 的 “图 木 千 区 ” 

-- 名 来 指称 这 种 语言 ,名 之 汶 “fumshaqese”( 图 木 舒 克 

语 ?04 最 近 ,我 在 这 种 语言 所 和 写 的 一 件 文 书 开头 部 分 , 找 

到 了 *" 鼎 宁德 ” -省 (mg6z 宙 -) ,因而 怀疑 这 种 语言 本 应 叫 作 

“ 据 史 德 诗 ”: 2 

在 科 放 大 (Sten Konow) 刊 布 的 这 种 文字 所 写 的 法 律 文 

书 中 ,有 一些 Sudani 即 栗 特 人 作为 保 人 出现 (3 其 目 位 

证 大 晒 Yantygadi, 已 由 全 人 守 ( 有 .B.Henning) 考 证 为 芭 粟 特 

文 关 ?+ ”下 的 拼写 。 拉 于 还 指出 其 中 :- 件 文书 可 能 

与 摩 尼 教 有 关 , 并 据 此 推断 这 一 地 区 茧 存储 着 一 个 票 特 人 

摩 尼 教 团 ! 4 这 正好 补充 了 上 节 所 引 《 摩 尼 教 几 美 诗集 》 

中 射 头 一 地 的 空缺 。 从 这 些 文书 的 内 容 .外 观 等 方面 考察 ， 

这 些 文书 应 是 唐 朝 治 二 的 龟 蓝 都 督 府 所 属 部 头 ( 尉 头 ) 州 的 

宫 文 书 15 ,其 中 所 见 聚 特 人 纳税 . 捏 避 . 信 你 摩 尼 教 , 与 呈 

鲁 番 文书 反 且 的 票 特 人 面貌 完全 … 致 ,使 人 不 难 确定 这 里 

存在 着 一 个 票 特集 洲 。 

[ 1] R 和 ,mmeriek ，the Turushaese 下 rmaeecane 了 Ted Sutpast 1985 . 

12] 荣 新 江 碾 凋 "Tumahuqeae 文 - 持 中 的 ”8 本 -过 内 了 交 渤 也 误 语 轩 斌 窍 》 

VwT 91 年 ,1 一 12 珊 , 

【证 ] 号 Konow， ”Fin meuer Sake-Dialekt”，Sitzttrmgsieririe ter Prertiisekent 则 Eeelenrate 

er isnscReien PART -RE age ， 其 后，Herip ，1935 ,PPp- 805 一 了 的 ，ROS 一 

8309.811; drm. “The Cdeal Jialent af Khobmnese saka" ，mWormg Tiassir 克 or 
Sprogaidensinp ，XEV ，1947 ,pp 465 - 166,168 -499，170 -171， 

[4 ]】 机 - 再 . Henning, “Neue Materinlen mr Geachichte des Manichiiama” ， FeEEacAhrt 失 

er eadseirn 有 Worgeriartischpn Cedelisehap ,193 训 ，pP-1i- 13. 

【5] 荣 新 泣 8 所 调和 mahanear 六 有 中 的 ”本 oz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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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、 进 

六 、 氨 换 

阿 地 位 于 据 史 德 和 能效 之 间 , 据 上 第 三 节 所 引 f 摩 尼 

教 狗 美 诗集 》, 可 能 均 且 特 人 的 摩 尼 教 团 存 在 。 

七 . 龟 辫 

龟 兹 是 北道 大 国 , 这 里 通行 所 请 吐 火 罗 语 哩 方 圳 (区 

称 龟 赣 语 ) ,相对 于 流行 仍 朗 语 的 地 区 .但 间 范围 内 发 现 的 

聚 特 文 材 料 较 少 。 尽 管 如 此 , 埋 田 让 仍 然 细心 地 发 现 , 伯 希 

和 (P.PellioD) 在 库 车 西 约 23 公里 处 的 Douldour-aqour( 简称 

了 .4,，, 今 称 作 于 其 土 尔 和 夏 克 土 尔 ) 和 遗址 发 气 的 Pelliot chi- 

nois 了 .ANo.220 和 Pelliot sogdien 27 上 (DA，porte 中 entree) 

两 件 残 片 是 用 聚 特 文 写 的 !12 据 王 炳 华 先 生 考 订 , Doul- 

douraaqour 遗址 即 唐 代 包 北 拓 琶 关 址 (231 这 里 为 栗 特 商 胡 

东 去 的 必由之路 , 票 特 文 在 此 发 现 是 不 难 理解 的 。 可 以 补 

{]]】 吉 因 丰 & 光 多 下 语 巡 录 !DD)》 休 肉 哇 也 汉 有 言语 帮 研 究 》V, 1989 年 ,93 页 注 

[10]， 和 立 ，Yeahida，“Sogdian Miacellany 1T”，Crorede Tenire， Papers 计 foreur 

可 Po， 有 Dentd WpEE MHarRenzie on 届 e eceeaion 可 is 人 二 生 rtjigey on 4pr 

号 大 .7991， 占 by 甩 - 呈 . 四 mmerick ar 了 到 eher，Frankfrn am Wan 1991， 

P.238,n-9- 

【2 于 策 华 革 定 拓 顾 次 政 址 并 有 关 问 题 研 究 》. 人 了 辐 北 中 地 1987 年 第 3 期 ， 

10 一 20 贞 . 



充 的 是 , 伯 希 和 在 同一 址 赴 发 现 的 唐 代 汉 文 文书 中 ,Peiliot 

chinois D.A.93 号 有 “ 怀 乘 坊 口 丁 安 岳 勤 ",D,A.134 导 有 

“和 众 坊 正音 德 德 ",D.A.24 导 有 负 钱 人 ”" 安 元 俊 " 和 名 ,D.A. 

103 臣 有 “ 作 人 昔 美 俊 " 各 等 等 411, 均 可 视 为 在 此 落 籍 或 行 

缀 此 地 的 标 特 人 ,其 中 有 些 名 字 已 经 汉化 ,或 许 是 从 唐 朝 本 

十 丁 到 危 兹 的 。 另 外 ,吉田 丰 还 在 Qyzyl Sairam( 即 新 编 克 

改 尔 后 山 托 区 第 220 帘 ) 的 洞 富 废 划 上 ,找到 了 栗 特 文 题 

记 上 2 

另外 , 据 Douldouraqour 不 远 的 库 木 十 拉 石 宣 ,其 中 第 7 了 

写 也 有 辊 特 文 题记 三 行 , 内 容 与 同一 位 置 的 汉文 题记 吵 同 ， 

明显 地 是 当地 栗 特 蚀 教 信徒 所 写 (31 票 特 佛教 徒 题记 的 

发 现 ,为 我 们 理解 有 关 怨 兹 的 其 他 一 些 文书 提供 了 线索 。 

吐鲁番 出 土 的 Ti a(so 10100 认 号 写本 题记 称 , 这 件 娃 典 ( 名 

残 ) 是 一 位 龟 蓝 让 门 自 龟 花语 译 成 栗 灶 语 的 14) 这 一 译 经 

活动 当 在 危 误 进行 ,也 说 明 此 地 有 读 票 特 文 经 的 栗 特 佛教 

徒 。 

还 有 两 件 值 得 一 提 的 文书 ,是 吉田 丰 在 《一 件 从 大 谷 收 

集 品 中 遗失 的 中 古人 赋 朗 语 摩 尼 教 残 着》 一 文中 刊 布 的 ,其 中 

《1 ]】 这 批 立 书 尚未 公布 ,此 扬 笔 者 在 名称 国立 图 世纪 所 录 。 有 闫 这 批 立 书 的 -- 

般 情 况 , 乞 淹 人 0. 纱 eda “Chinene Docurnents from JDoujdour-aqoar im the Peict 

ollprgion” ，roeeedings 史 Re 于 于 条 frraaiiDra Congrers 坟 Wagr Sefenees 了 

sg and Worh dre ， 了 反 ， 了 ,Tarmamoto，Kroto 1984，pp.994 -- 995 . 

【2 】 吉田 丰 # 名 下 语 杂 录 (ITD》,93 页 社 [10]:Yosahila，“Soejian Miscellany IT"， 

2 3 

[3 】 吉田 丰 & 新 园 维 吾 沙 自 河 区 新 出 宁 下 证 资 料 $, 内 陆 学 克 言 请 思 研 究 》 

YL 1990 年 ,68 一 73 虎 . 

[4 ] 有 研 .有 .Henning，Sogaica ，London 1940,Pp.39- 所 .局 于 同一 和 切 本 上 的 借 此 和 

与 此 相关 的 写 相 ,做 看 吉田 丰 t 光 种 语 佛 同 甬 说 ?内 陆 闻 条子 高 请 下 研 

充 3VH,1995 年 .98 .107 .110.105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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灯 本 了 恬 对 了 性 

于 二 浮 

一 件 音 在 1911 年 就 由 古谷 浦发 表 了 图 版 ,但 日 前 已 不 知 所 

在 ,内 容 包 括 - - 首 中 在 波斯 语 摩 尼 教 质 歌 。 根 据 古 谷 涛 的 

记载 ,此 文书 发 现 于 库伦 ( 即 乌 兰 包 托 )。 吉 田 氏 据 大 谷 控 

俭 队 的 帮 程 ,正确 地 否定 了 这 一 记载 ,并 扒 测 “库伦 ”大概 是 

“ 库 车 "的 则 写 ,但 由 于 宗 德 型 ( 旭 .Sundennann) 博 十 告诉 他 

迄今 尚 无 -: 件 摩 尼 教 文 献 在 库 车 发 现 ,吉田 氏 谨 慎 地 怀疑 

这 件 文书 与 大 谷 收集 贞 中 的 其 他 中 十 伊朗 语 摩 尼 教 文献 一 

样 ,是 得 自 吐 鲁 荔 5 如 上 扩 述 , 库 车 以 西 的 图 本 舒 克 ,发 

现 有 摩 尼 教 团 的 遗物 i《 摩 尼 教 狗 美 诗集 并 Mabmamag) 题 记 

也 证 明 角 兹 有 摩 尼 教 团 的 存在 , 宗 德 曼 博 士 并 不 反 对 这 种 

看 法 ' ?5 因此 , 库 车 发 现 摩 尼 教 文献 不 足 为 奇 ,目前 所 见 

不 多 大 概 是 古代 其 他 教派 的 夏 妹 和 考古 发 据 不 铝 的 缘故 。 

所 以 ,不 能 排除 这 件 阐 尼 教 文书 发 现 于 库 车 的 可 能 性 。 吉 

田 丰 在 同 -- 文 章 的 附录 中 ,还 转 写 翻译 了 大 谷 No.7003 号 

票 特 文 所 写 的 中 古渡 斯 语 摩 尼 教 哟 美 许 残片 ,此 件 厌 始 记 

录 称 得 自 " 库 木 吐 喇 ”( 库 木 土 拉 )34 吉 田 氏 对 此 抱 有 网 

样 的 怀疑 ,而 我 的 看 法 是 肯定 的 。 库 车 的 摩 尼 教 文 献 无 疑 

是 粟 特 人 留 下 的 .文书 昌 少 ,但 反映 了 他 们 在 此 活动 的 行 

迹 。 

【人 Tosbiqa “Cn a Wanichacamn Middle Jranian Fragment Lost from the 让 an Callen- 

iion ” ，drian Eeegriages an Cenerag Pinguisties ,ed ，by 站 .Sakiyama tmd 页 .Sato， 

Tokyo 1990, ph.175-… 181 . 

【二 ] 色 .Sundermann.“Tranian Manichaean Tarfan Texts Conoerning the Turfan Regiam'" ， 

Toan mnd 了 an-haang he Texzs PP-3l -了 2. 

[3] 见 暗 三 明 与 山田 信友 合 编 4 大 和 谷 探 检 欧 将 来 宫 了 终 负 字 疆 料 日 录 } 西域 

误 化 研究 ? 籍 四 , 京 吾 ,1961 年 ,195 页 。 按 《大 谷 探 检 欧 将 来 西域 文化 发 料 

选 3 龙 谷 太 学 19 提 年 刊 ]68 页 . No.59 脐 出 此 性 图 版 时 . 标 为 * 吐 兰 亚 "从 

上 ,下 匈 据 何 而 改 



八 、 直 者 

问 样 流行 吐 火 罗 语 的 马 普 是 否 有 查 特 人 的 存在 .过 去 

似乎 很 少 有 人 谈论 这 一 问题 , 国 为 这 里 除了 吐 火 罗 语 生 方 

言 (又 称 瑟 性 语 ) 所 瑟 的 佛 典 之 外 ,很 少 丰 其 他 语言 文 空 材 

料 出 .。 滨 运 的 是 ,1957 年 黄 文 缠 上 先生 率领 的 考 石 蕉 在 站 

玫 明 怕 沟 北 遗 址 发 现 是 件 所 户 “ 古 维 文本 雄 ”[ 引 实际 是 村 

特 文 文书 ,内 容 虽然 还 不 能 满意 地 解读 ,但 与 商品 交易 有 关 

无 疑 121, 甚 年代 应 当 属 于 七 人 世纪 。 些 外 ,在 圣彼得堡 ( 原 

列 3 格 勒 ) 收 藏 的 票 特 请 文献 中 ,有 一 件 《 絮 背 可 训 

[re nchx ta 时) 致 一 位 摩 尼 教 法 师 ( maco”) 的 信和 (EL 

44) , 共 措 词 用 语 比较 占 朴 , 谍 至 比 八 过 纪 初 的 穆 格 出 文书 

年 代 还 要 早上 34 可 吉 " 一 各 ,可 能 指 西 突厥 可 汪 下 嫁 涡 着 

王 的 突 申 省 族 之 文 4) 这 件 文 书 的 年 代 或 许 在 隋唐 之 交 

的 七 世纪 初叶 。 虽 然 这 件 文 书 出 土地 点 不 详 ,但 这 封 信 无 

疑 是 在 盐 者 起 章 的 。 可 以 用 它 来 证 明 票 特 人 在 硕 壮 的 存 

在 ,而 赵 草 这 封 信 的 桶 特 人 ,很 可 能 是 随 突 匠 可 敦 而 来 的 ， 

[1] 黄 文 弹 & 新 朋 考 占 发 抉 报告 (1957 一 19581》 ,北京 文 特 出 版 社 ,1983 年 。 

[2 肖 田 十 区 名 上 证 时 究 京 献 厅 臣 11979 一 1984)》, 西 南 记 天 研究 ?No. 23， 

Il984 年 ,33 页 - 

[3 ] 上 N Kagoza， Sogaiijae 捷 apmaerrty Centred' apiatsiogao spiramiia Pastitata 

TDspogeta 册 人 pskya 1980 pp. 和 一 36.Pl1371 .Sima-Wilharnme “The Sogdi- 

an 榴 appments of Leniagrad” ，Boeileiir 本 e 训 Haol 太 Diaentag mnd 4LFicma Saties， 

ULTY 2 1981, pf 235 - 236 . 

14 ] 关于 窦 怠 与 泪 普 的 尹 姻 关系 , 详 参 失 崎 : 兹 六 《两 末 店 初 二 于 王 纺 专 ) 《内 陆 

了 入 了 史 研 究 ? 第 了 号 ,1989 年 ,31 一季 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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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为 在 西 突 顾 汗 庭 中 掌管 文 莫 的 职员 一 般 都 是 桶 特 人 。 

除了 这 封 《化 摩 尼 教 法 师 的 信 ? 和 上 举 《 摩 尼 教 喝 美 诗 

集 ?》 所 反 屿 的 圭 普 摩 尼 教 流行 于 桶 特 人 中 的 情形 外 ,最 近 由 

百 济 康 义 和 宗 德 色 合 作 刊 布 的 一 些 票 特 文 4《 思 益 酚 天 所 问 

经 》 殊 片 . 原 是 德国 探险 队 得 自 硕 尔 楚 到 (Sorhuq) ,编号 T 

证 Stadthale 等 ,也 证 明了 再 音 采 特 佛 教徒 的 存在 1 

以 上 根据 本 世纪 初 以 来 各 国 考 察 队 在 新 疆 各 地 发 现 的 

粟 特 语 .于 阅 语 .中 古 波 斯 育 和 ”“ 据 中 德语 "以 及 汉语 、 藏 语 、 

使 卢 文 尼 雅 俗 衣 等 材料 ,大 致 勾 苛 尚 案 特 人 在 措 里 木偶 地 

周 按 各 绿洲 王国 中 的 普遍 存在 ,从 而 使 我 们 加 深 了 对 粟 特 

人 在 东西 文 旋 交流 中 所 扮演 的 重要 角色 的 认识 。 同 时 ,为 

大 们 探讨 这 些 绿洲 王国 中 可 能 存在 的 梨 特 文化 遗存 或 受 标 

特 文化 影响 的 文物 材料 提 殿 了 至 实 的 基础 。 由 此 可 见 , 新 

性 出 土 的 伊朗 语文 献 资 料 为 我 们 展示 了 议 文 文献 所 不 能 解 

明 的 历史 场面 ,它们 是 今后 研究 西域 历史 .地 理 、 宗 教 .文化 

时 所 应 当 完 分 重视 的 一 组 史料 。 

【 原 载 (西域 考察 与 研究 》,1994 年 } 

【1】 兵 .adara and 过. Sandermann,“Fragmente einer soghdiechen Handechrifl des Vise- 

Barinii-brahnaa-pariPiroha-sDtora ” ，jdirortentarasche Forscjungemr，] 呈 1991 pp.246 一 

2 但 . 有， Sndermeana Fit Roadll of Cooperatve 而 ok between Rukoku Uni- 

waity nd ilhe Araderm of Scipmneea 可 六 DR on Buckihiat Sogqian Turmn Texia” ，7me 

则 mnmaag 咱 乓 e 了 stitnde 叶 下 cat CRaray iprdies 谨 rjiole Litberstyr ，12:1989， 

HE 地 



北 绸 隋唐 票 特 人 之 
迁徙 及 其 聚落 、 

避 痢 闻 其 这 册 全 六 壮 湖 坦 疏 揪 填 

多 年 来 ,学 者 们 对 汉文 史籍 中 以 国 为 姓 的 票 特 人 进行 
过 仔细 的 息 邱 , 对 人 华 票 特 人 的 活动 及 其 影响 做 过 这 人 的 : 
探讨 。 近 年 来 ,有 关 人 华 桶 特 人 的 讨论 又 多 了 起 来 ,这 一 方 
面 是 由 于 敦煌 吐鲁番 文书 和 唐 代 昔 志 资 料 的 发 现 ̀  公 布 和 

* 本 训 所 市 出 料 出 处 的 绮 略 语 如 下 :北大 >》= 附 唐 五 代 划 志江 编 总 编辑 委员 

会 编 t 聊 唐 五 化 墓志 汇编 }》 北 京 大 学 着, 无 津 古 类 出 版 杜 .199]1 一 1992 年 [下 引 

本 节 除 着 名 外 到 网)。( 北 京 》 = 《了 唐 五 线 些 志 计 编 ?北京 状 。 芝 北 团 》 = 北 

京 图 书馆 金 硬 给 痴 4 让 医书 馆 蕊 中国 矶 代行 乾 拓 本 汇编 ?100 册 , 中 州 古 

糙 出 版 社 , 1989 一 ! 吧 | 年 。《 补 坦 y = 吴 钢 继 t 全 证 文 补 过? -一 七 有 ,西安 三 

吉 出 版 杜 , 中 -2000 年 。《 固 蛛 ? = 罗 让 编 昔 《 固 蛛 南 部 了 昱 唐 昔 地 3》. 北 京 , 广 

生出 版 社 ,1996 年 。《 癌 北 ? =《 随 唐 五 代 隐 志 汇 编 3 河 北 伏 。 《汇编 》= 周 绍 

朗 编 kt 诸 代 些 志 汇编 8 上下. 上海 声 籍 出 版 社 ,1992 年 。{ 江 编 奉 考 》 -= 毛 汉 泡 

颖 5 良 代 蔓 坊 铭 汇 编 附 考 ?$》[ 一 玛 册 ,上 北 ,中 央 研 究 院 所 网 语言 研究 所 ， 

[4 一 1994 年 。 人 者 = 消 阳 市 立 牺 工作 队 编 & 笠 阳 出 土 态 代 蔓 志 料 强 》 北 

京 , 中 国 社会 科学 出 版 杜 ,199[ 年 -《 尝 阳 ?》 <《 隧 唐 五 化 著 志 汇编 ? 久 阳 内 。 

《了 院 西 9 = 《 附 唐 五 代 莫 点 汇编 3 陕西 卷 。《 释 录 》= 唐 树 三 等 稼 ( 教 粕 社会 经 

莘 文 坪 真 迹 室 如 } - ,北京 , 飞 目 文献 出 版 杜 ,]985 年 。《 吐 兽 亚 立 书 ?一 -- 十 = 

《吐鲁番 出 土 立 卡 #10 册 .北京 ,文物 出 片 社 ,1981 和 1 年 。4 吐 某 福 文 书 = 

有 时 得 几 出 于 文书 3? 索 一 蛙 ,4 有 时 东京 .产物 出 版 村 ,1992 一 -1996 年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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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泛 利用 , 另 一 方面 也 是 由 于 票 特 地 区 考古 工作 成 果 的 不 

断 发 表 , 进 -- 步 推进 子 汉文 史料 中 有 关 紧 特种 族 .宗教 . 艺 

术 诸 方面 记载 的 重新 解释 !41 

然而 ,此 前 有 关 和 和 华 票 竺 大 的 研究 主要 集中 和 在 种 族 状 

讲 、 个 别 或 其 一 地 区 梦 特 聚 落 的 分 布 .民族 关系 .宗教 传播 

和 文化 影响 方面 ,由 于 受到 史料 的 局 限 ,天 多 数 文章 趣 以 个 

案 全 完 的 方式 发 胡 则 来 的 ,看 问题 较为 孤立 ,而 对 于 药 特 江 

蒂 的 全 面 的 考察 ,尚未 所 到 :对 本 特 聚 落 的 内 部 形态 的 研 

帘 , 也 述 有 待 深 入 。 

本 文 即 在 前 人 个 案 研 究 的 基础 上 , 立足 于 比较 全 抽 地 

掌握 有 关 人 华 稼 特 人 的 材料 ,通过 对 单个 村 特 人 或 某 个 罕 

族 . 某 个 集团 的 行距 的 妃 索 ,全 面 他 探讨 魏 梧 南北朝 到 隋 庚 

时 期 聚 特 人 的 迁徙 和 育 落 分 布 情况 。 

以 下 尖 村 特 人 东 行 路 线 , 依 次 排比 有 关 史 料 ,间作 和 装 

辨 ,以 期 全 面 揭 和 示 桶 特 人 之 迁徙 及 其 聚落 的 分 布 { 图 3)。 

本 文 所 述 范围 在 不 同 的 历史 时 期 归属 或 有 不 同 , 基 本 上 是 

以 唐 郝 的 直辖 州 郡 和 时 糜 州 为 限 。 其 中 塔 里 林 谷地 周边 的 

于 疗 .楼 兰 . 疏 勒 . 据 史 德 . 龟 莹 .再 着 等 地 票 特 人 或 其 聚落 

的 存在 ,笔者 已 在 《西域 票 特 移民 聚落 考 }》 一 文中 做 了 详细 

【1 ]】 关于 人 华 课 特 人 的 研究 史 , 大 看 程 趟 4 园 央 枉 特 研究 综述 $ .中 国史 研究 动 

塌 }19e5 年 第 9 期 ,13 一 1]9 页 : 荣 新 江 与 康 湘 民 & 降 唐 五 代 史 研究 概述 3 天 

宣教 育 出 版 桂 ,1996 年 ) 第 具 章 &《 中 外 关 赤 $ 中 的 & 上 昭武 九 姓 票 特 大 的 东 计 》 

一 节 ,453 一 458 页 此 后 比较 重要 的 研究 成 果 , 有 轩 丰 《固原 南部 随 讶 莫 

地 4 利 卡 才 那 564.Celennoy 编 & 中 国 与 恬 衣 3Cina e Jram 论 文集 ,其 内 容 政 相 

关联 的 刚 题 ,请 大 在 笔者 对 两 书 的 让 评 .分 戟 4 唐 研 充 ? 第 2 敌 {1996 年 .)， 

555 3557 抽 开 唐 研究 ?第 3 伏 ( 1997 年 ) ,538 一 543 页 ， 至 于 票 特 地 区 的 与 

古村 料 寺 研究 汉文 峙 料 的 价 侍 , 参看 萎 伯 贞 《 俄 国标 特 研 究 对 识 学 的 龟 

放 .提交 " 没 学 研究 国际 会 说 " 论 京 . 北 京 大 学 ,1998 年 了 月 6 日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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闻 灿 于 了 虱 中 结 

和 沿 

的 考 索 112 此 木 艺 述 。 但 从 本 文 的 种 度 ,把 前 人 做 过 考证 

而 扩 文 从 略 的 播 仙 镇 和 右 域 镇 补充 进来 ,因为 有 关 这 两 也 

的 材料 非常 能 够 说 明 票 特 计 落 问题 。 

且 末 / 播 仙 秆 

皇 未 位 于 塔 里 林 谷地 南 沿 , 是 取 丝 路 南 道 东 来 的 票 特 

商 胡 几经 之 地 . 

于 高 宗 与 武则天 赣 胡 藉 王石 像 古 各 有 : 

播 仙 城 己 ( 主 ) 河 ( 何 ) 和 伏 帝 站 (22 

据 敦 煌 写本 S.367《 沙 州 乌 州 地 志 》 及 《& 寿 昌 城 地 镜 》， 

且 末 城 在 唐高宗 上 死 三 年 (676) 虹 名 为 播 伯 镇 。 据 此 ,这 则 

题名 皮 贞 的 是 上 匹 三 第 至 武 周末 年 (704) 的 情 辣 。 此 时 播 

但 间 立 为 唐 朝 的 军 镇 ,但 仍 由 城主 为 其 首领 。 践 主 姓 和 何 ,为 

票 特 姓氏 ,其 名 * 伏 帝 延 " 更 是 典型 的 本 特 人 各 4531 此 城 轻 

然 以 村 特 人 为 城主 , 则 城中 当 以 票 特 胡 为 主 , 与 以 下 所 述 石 

[1 荣 基 江 k 西 域 肾 特 移 氏 着》 二 天 止 等 编 t 西 威 考察 与 研究 ?4, 靳 村 和 人 民 出 版 

福 ,1994 征 ,157 一 172 奥 、 

【> jj】 阵 同 旭 4 良 荡 访 站 拘 玉 其 衔 名 的 研究 ?以 镁 特集 刊 ?第 2 集 ,1980 千 ,189 -~ 

203 奥 ， 

[ 3 日 . 站 eber，*Zur sn 厅 jachrn 有 rrenmeanenpebung" ，Faagogermaniscfe Forreiamwert， 

7， 1972，p 201; 瑟 广 达 & 唐 代 六 胡 州 等 地 的 昭武 妃 姓 9 北京 天 学 学 报 》 

1986 年 第 期 ,78 页 ; 艾 带 广 达 & 辐 域 由 地 从 入 初 编 ?， 上海 十 类 出 版 社 ,1995 

车 .266 真 ; 杜 激 生 8 良 代 凡 姓 碘 礼 俗 避 考 多 全文 中 第 邱 糙 . 1982 年 ,32 

页 



城镇 和 伊 井 的 情形 相同 ， 

部 善 “ 石 城镇 

部 善 旦 从 上 且 未 咎 东 的 下 一 个 重要 城镇 。 敦 烛 写 本 S. 

3674 沙 州 殿 州 地 志 》 妆 : 

石 茂 镇 ,本 汉 楼 兰 国 。 隋 置 部 善 镇 , 隋 乱 ,其 城 迷 

上 刻 。 贞 观 中 (627 - 649) , 康 国 太 首领 康 艳 葛 东 来 , 居 出 

城 , 明 人 随 之 , 因 成 聚 藩 , 齐 日 典 合 城 。 上 元 二 年 (67S) 

履 为 石 葡 镇 , 巢 沙 州 。 

应 , 西 去 石城 镇 一 百 八 十 里 。 胡 以 西 有 痢 善 大 

城 , 遂 为 小 部 善 , 今 屯 城 也 。 

新 城 , 东 去 石城 镇 二 百 身 里。 康 艳 典 之 居 卷 善 , 先 

修 此 越 , 因 名 新 越 , 汉 为 拘 之 城 。 

藉 桃 城 , 南 去 石城 镇 四 里 。 康 艳 典 所 扫 ,种 萍 桃 于 

此 城中 , 因 号 萍 桃 城 。 

萨 呈 城 ,西北 去 扣 城 镇 四 百 八 十 里 。 康 艳 昌 所 筑 。 

其 城 近 萨 琶 泽 上 1 

《 沙 州 盆 州 地 志 》# 虽 然 是 晚 唐 光 雇 元 年 (885) 的 写本 , 代 

所 据 原 本 应 是 唐 前 期 成 节 的 《永州 图 经 》, 只 要 我 们 对 比 一 

[1 上] 池 出 温 # 沙 州 轿 经 酷 考 ?发 醒 博士 还 历 记 总 东洋 由 论 从 ?东京 岂 川 出 版 社 . 

引 一 归 页 这 社民 和 一 ,了 9 页- 

必 关 糙 名 成 亿 扩 和 壮 类 十 二 描 千 



下 教 煌 写本 P.5034 水 州 同 经 》 卷 石 残存 的 相应 文字 : 呈 妓 

串 了 然 。 有 幸 的 是 ,这 件 上 无 三 年 以 后 不 和 久 编 成 并 抄 好 的 

官 修 图 经 ,在 右 城镇 部 分 的 最 后 ,保存 了 上 临 唐 写 本 《永州 贫 

州 地 ; 志 》 奔 缺 咯 的 两 行 重要 文字 : 

-- 所 只 会 :[ 门 《 右 ) 口 【《 在 ) 上 器 记 LT( 艾 》 回 《 城 ) 

器 《 肉 ), 启 ( 胡 )》 (大 ) 门 (所 ) 口 ( 立 ) 在 [2 

又 P.2005《 沙 州 图 经 》 郑 二 * 廿 祥瑞 "下 ,有 " 攻 虽 海 五 
色 " 条 : 

吉大 半 天 授 二 年 (691) 腊 月 ,得 五 城镇 将 康 拂 耽 延 

弟 地 含 拨 状 称 ,其 萍 息 海 昌 来 浊 嵌 混杂 ,自从 八 月 已 

来 ,水 清 复 底 ,其 水 五 色 [3 

《新 唐 书 》 卷 四 工 下 《地 理 志 》: 

又 西 六 十 里 至 石城 镇 , 汉 楼 兰 国 也 . 亦 名 郑 善 ,在 

薄 昌 海南 三 百 里 , 康 艳 典 为 镇 使 以 通 西天 者 。 又 西 二 

[1 字 田 尖 辐 F 州 钢 经 略 考 》,91 一 93 自考 稀 并 一 .33 和 页" 

【2 】 字 由 渴 & 赴 州 图 经 略 考 ?97 页 到 释 录 一 , 字 页 。 缺 文 闻 二 温 补 * 故 城 ”. 

“人 所 "四 字 , 祭 系 笔 者 据 写 本 残存 的 笔 呵 及 《几经 ?用 话 骸 补 。 

【3] 字 田 温 & 让 州 图 经 略 考 》.81 页 必 禹 录 》…， 2 页 。 关 计 境 下 证 的 票 特 厌 

误 , 拓 下 , 妇 ,Pulleyhlank, “各 Sogdian Colony 冲 Iner Mongulia” ， 了 ”erung Pao4l， 

1952 ，P 333，r -1 .页 qber， “Fr qinchuer roomnernmirnmglung” ，P-300; 

机 代目 &2 上 语 杂 录 和 区 才 中 工 站 3 第 3 准 第 2 导 .1989 年 .172 - 

1 耻 页 。 美 于 地 舍 鬼 ,多 吉田 丰 $Sino - lnanica3 .和 是 南 刀 这 了 了 晰 容 3》wn 名. 

1998 年 ,38 页 



百 里 至 新 堪 , 亦 谓 之 如 支 城 , 艳 典 所 领 。 

以 上 材料 虽然 们 希 和 在 1916 年 已 经 有 所 论 列 ,但 他 对 

康 掀 内 与 天 宝 二 载 43431) 石 国王 嫣 康 庚 颐 关 系 的 论说 有 

误 :14 而 且 , 这 里 提 到 的 * 康 国 大 首领 康 拖 典 东 来 , 居 此 
城 , 胡 人 随 之 , 因 成 聚落 ”- 句 ,是 对 粟 特 聚落 形成 的 典型 措 
述 ,也 是 我 们 称 这 类 胡 人 殖民 地 为 “聚落 "的 根据 ,因此 不 厌 
其 烦 地 引出 原文 ,再 作 必 要 的 讨论 。《 新 志 》 文 字 简略 , 似 表 
明 上 元 二 年 石城 立 镇 时 , 唐 朝 即 以 康 四 典 为 石城 镇 使 以 通 
西域 。 直 到 武 周 天 授 二 年 ,这 一 职位 仍 击 出 身 康 姓 的 粟 特 
人 担任 ,表明 这 里 仍然 是 以 栗 特 人 为 中 心 的 了 否 落 ,而且 有 维 
系 胡 人 精神 生活 的 只 教 寺院 。 

石城 镇 一 带 ,是 一 个 典型 的 药 特 聚落 。 粟 特 人 在 家 乡 
以 城 居 为 主 , 在 随 康 艳 典 穆 民 部 善后 ,或 者 因 旧 有 城址 而 拓 
(如 石城 镇 . 屯 城 ) ,或 者 重新 筑城 (如 新 城 、 蒲 桃 城 .了 萨 上 
城 )。 芳 毗 因 近 萨 毗 泽 而 得 名 。 新 城 又 名 弩 之 城 或 既 支 城 ， 
“ 姆 之 " 即 聚 特 文 rwe( 意 为 “新 ") 的 音译 ,其 为 筑城 的 栗 特 
人 所 起 无 疑 。 薄 桃 城 是 善于 种 植 葡萄 的 彬 特 人 命名 的 。 至 
于 聚 特 人 把 石城 镇 称 作 和 典 合 城 , 与 4 沙 州 健 州 地 志 》 来 源 相 
闻 的 敦煌 写 本 《 寿 昌 县 地 境 》, 此 处 写作 " 兴 谷 城 "52) 写本 
字形 非常 接近 。 王 小 甫 先生 认为 “ 兴 谷 "原意 当 作 “ 兴 胡 "， 
即 唐 人 指称 票 特 商 胡 的 专 名 (31 其 说 不 无 道理 。 

[1 ] P，Pelin “Le Cha peiepa na inaeJpas ou 生机 二 calonie aapdienme de lu rggon 

dh Laob nor" Jaurnag 4siatigue ，5] strie7，1916. am-115. 汉 藉 译 载 4 上 威 南 

每 忠志 考 证 谋 处 七 编 ? ,北京 商务 印 书生 ,1957 年 ,27 一 卫 页。 

[2z] 他 出 刘 & 神 州 图 经 略 与 ?3.91 页 1 笠 录 } 一 , 委 页 。 

【3 】 《请 吐 苍 大 良 政 治 尖 头 史 》,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, 1992 年 .167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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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本 阁下 壮 

高 昌 “ 西 州 

吐 鲁 地 区 的 古代 薄 址 出 土 了 大 批 十 文书 ,为 我 们 今 

天 追寻 票 竺 人 的 遗迹 提供 了 丰富 的 材料 。 姜 伯 勤 先生 《 敦 

煌 吐 角 番 文书 与 丝绸 之 路 上 的 村 特 人 罗 - 文 , 汇 辑 了 见于 吐 

营 番 文书 的 票 特 人 资料 ,分 为 翅 电焊 朝 的 著 籍 票 特 人 、 唐 西 

州 票 特 人 聚落 . 师 氏 高 名 及 唐 西 州 未 人 籍 粟 特 商 胡 三 个 方 

杆 ,加 以 论述 ,并进 和 探 讨 了 与 桶 特 人 有 关 的 钱币 流通 、 胡 

锦 星 运 . 共 教 信仰 等 问题 .使 我 们 对 旬 氏 高 昌 和 唐 西 州 

的 票 竺 人 有 了 较为 全 面 的 了 解 。 本 文 在 羔 伯 勤 先 和 后 上 引文 

的 基础 上 ,选取 比较 能 够 集中 说 明 问 题 的 材料 ,展示 桶 特 人 

在 叶 得 番 盆 地 的 基本 情况 。 

1965 年 上 鲁 鼻 安 乐 城 废 佛 塔 中 出 王 的 《金光 明 经 ? 卷 

二 题记 云 ( 图 4): 

卡 午 岁 八 月 十 三 日 ,于 高 昌 城 东胡 天 南 太 后 福 下 ,为 

索 将 军 佛 子 妻 息 侣 家 , 写 此 《人 金光 明 》$》 一 部 , 断 手 启 竟 512) 

这 里 的 庚午 岁 , 基 本 上 可 以 确定 为 430 年 (31 据 此 知 当 时 

[ 工 】 鲜 查 ' 吓 司 希 上 六 汕 少 听 - 一 上 上 四 郊区 人》 季刊 东西 变 涉 ) 第 5 卷 二 3 针 ， 

此 据 闵 伯 勤 4 数 叶 熏 笛 文书 与 丝 绩 之 路 #. 文物 出 版 宇 .0094 年 .190 一 272 页。 

《2 】 《新 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 博物 馆 》, 北 京 支 物 出 版 村 ,1991 年 ,了 时 。 

【3 ] 猎 宗 颐 4 身 护 歌 考 ,大 公报 在 堪 复 刊 刑 年 纪念 文集 ?》 下 ,香江 ,1978 年 :此 

据 选 堂 华 林 . 史 林 》, 理 尘 中 华 书 局 ,3982 年 ,480 页 ; 荣 新 江 {《 吐 鲁 亚 的 历 

全 与 文化 ?>, 训 等 编 t 吐 普 乔 $ ,三 秦山 版 社 ,1987 年 ,和 真 : 字 田 渴 # 中 国 

十 代 写 卡 识 诉 混 录 》, 东 京 大 学 东 弹 文化 研究 所 ,1990 年 ,No,74。 



图 4 叶 鲁 短 出 土 《金光 明 经 }? 题 记 

高 昌 城 东 立 有 供 寿 胡 天 的 只 祠 , 它 的 存在 ,表明 信奉 只 教 的 

票 特 人 的 存在 ,因为 从 石城 镇 . 伊 州 . 教 煌 . 凉 州 等 地 的 情形 

看 ,只 祠 往 往 立 在 粟 特 胡 人 到 落 当中 。 因 此 ,虽然 现存 的 吐 

鲁 番 文书 中 聚 特 人 名 的 大 量 出 现 是 在 6 世纪 ,但 上 述 胡 天 

的 记载 已 经 透露 出 粟 特 人 应 当 早 在 5 世纪 前 半 即 已 进 人 高 

昌 , 其 聚落 的 位 置 很 可 能 是 在 高 虽 城 东部 ,这 和 敦煌 票 特 人 

聚落 的 位 置 正好 相同 。 

然而 ,我 们 目前 还 没有 见 到 关于 高 昌国 时 期 票 特 聚落 

”和 贿 亲 风 看 出 届 > 沫 汕 课 玛 扫 著 



存在 的 直接 记载 , 差 们 勤 先 生 举 “ 康 地 ”"…“ 史 过 "两 个 票 竺 家 

地 ,来 惟 断 粟 竺 人 可 能 隔 族 而 届 。 虽 然 有 的 学 者 共 为 这 两 

个 家 寺 指 的 是 多 才 ! 志 但 与 其 他 同类 家 寺 合 在 一 起 考虑 ， 

它们 更 可 能 是 佛 才 (25 事实 上 ,最 能 证 明 高 昌 征 特 聚 落 存 

在 的 史料 ,除了 上 面 提 到 的 胡 天 祠 外 , 租 是 姜 先 生 谈 到 的 反 

映 萨 宝 制 度 的 员 料 。 阿 斯 塔 那 524 号 幕 出 于 《高 昌 永 平一 

年 (550) 十 二 月 州 日 礼部 班 示 为 知礼 人 上 名 及 滴 罚 事 》 在 列 

举 知 礼 官员 名 单 时 , 记 有 "虎牙 学 总 萨 萍 ( 夭 ) 口 广 虎 牙 

备 义 (下 残 ) .031 又 阿 斯 塔 那 331 号 幕 出 土 《高 虽 义 和 六 

年 (619) 们 下 等 传 付 麦 杰 床 条 》 有 " 萨 薄 ( 夭 )DL 传 栗 [1 解 

给 与 车 不 六 密 。 浆 和 六 年 口 卯 岁 帮 月 于 一 月 "5 这 里 的 

“ 萨 夭 ”, 即 北朝 隋唐 史籍 中 的 萨 保 . 萨 甫 . 萨 宝 , 是 管理 胡 人 

孙 落 的 官员 。 因 为 这 一 时 期 的 主人 聚落 同时 又 是 证 教 信仰 

中 心 , 所 以 萨 短 又 是 胡 人 的 当 教 首领 54 高昌 萨 短 制度 的 

存在 .以 及 炙 氏 高 昌文 书 中 常见 的 供 咏 去 或 骨 天 的 记录 6 

1 辑 半 粱 笋 峭 南 北 彰 时 萌 不 师 一 -商品 - 带 的 民 旋 到 其 杠 吾 关系 ?新疆 

交 牺 ?19 吕 年 第 3 有明 ,494 一 105 页 。 

【人 2 ] 名 在 小 田 立 杀 & 精 氏 商 虽 因 时 代 所 蛋 者 代 人 9 世 3 芋 谷 大 学 论 梨 3 第 433 

1 .1989 年 ,名 一 -9 页 : 严 楚 中 《 鹊 氏 申 昌 王国 二 院 研究 》,《 文史 ?第 434 辑 ， 

1992 年 ,129 一 130 页 ， 

【3] 区 叶 重音 文 飞 ? 查 .136 页 才 吐 鲁 备 京 书 》 二 .45 一 和 页 。 

【4 ] 《 趾 鲁 普 文 书 ? 覃 ,355 页 if 吐鲁番 立 书 $ 一 .1 页 。 

[5 姜 估 勘 t 敦 煌 吐 章 番 文书 与 冀 杀 之 路 》,227 一 235 页 ; 干 罕 4 高 昌 火 抚 上 论 

稿 $.《 所 中研 究 》1986 年 第 3 期 .168 一 177 页 ;此 新 江 & 时 章 亚 的 历史 与 文 

化 3 .机 诚 等 编 4 中 得 垩 ,49 一 51 页 ;荒川 正 晴 《北角 了 咽 : 唐 代 代 基 二 站 " 萨 

宝 "9? 性 档 碍 后 妆 个 世 3 东洋 风范 3》 第 和 :51 合并 号 ,1998 年 , 165 一 171 

页 。 

[6] 4 篆 形 京 上 3》 查 ,132.200.239 340、400 一 405 页 it 吐 鲁 和 一 并 避 8》 一 ,39、 

184 .225 一 234、285 页 ,， 人 参看 美 售 训 《敦煌 吐 鲁 熏 文书 与 此 网 之 路 》 ,235 一 

243 页 ; 王 索 《高 晨 火 柳 载 论 祝 》,168 一 177 页 . 



都 透 角 出 紫 特 二 人 聚落 的 真实 存在 。 

属于 矢 氏 贞 只 时 期 的 阿 斯 塔 那 31 导 莫 出 土 4 师 昌 此 莫 

门 陀 等 名 籍 》 和 0 SI4 号 昔 出 土 《 酚 瞩 内 茂 奏 得 称 价钱 帐 上 , 足 

两 件 反 映 贞 旧 药 特 移民 的 最 好 证 据 。 前 者 记录 47 人 , 奴 3 

大 (1 内 文 书 前 后 残 失 ,原本 记录 的 桨 特 人 一 定 更 老 , 从 其 

所 记 主 要 是 草 姓 人 利 均 为 音 邮 名 来 看 ,他 们 可 能 是 刚刚 

来 到 高 昌 的 桶 特 移 民 ; 后 者 是 高 昌 官 府 收 取 进 出 口 多 易 管 

型 附加 税 的 记 兴 , 奖 或 双方 大 部 分 均 为 票 特 人 (包括 人 籍 、 

末 人 籍 } (2 他们 其 中 有 的 做 完 买 卖 就 息 , 有 的 出 “到 一 处 

辑 止 03) 停 下 来 做 闫 卖 ,这 也 就 是 丝绸 之 路 沿线 各 绿洲 城 

铀 中 桶 特 聚 薄 的 来 历 。 

铀 氏 高 昌 时 期 ,高昌 城 及 兵 周 边 地 区 有 票 特 桌 落 当 无 疑 

义 。 至 于 其 基体 位 置 ,一 个 可 能 企 高 昌 城 东明 天 近 旁 , 另 - -个 

可 能 在 文书 中 提 到 过 的 ” 丁 谷 天 "所 在 的 吐 峪 沟 淘 口 一 带 4 

贞观 二 四 年 (640) 诗 灭 高 肯 , 授 西 州 ,很 快 就 把 唐 朝 地 

[1] 加 和 曾 玉 文 飞 》 朝 ,359 页 玖 中 竺 番 文书 》--，149 一 120 页 。 参 看 姜 们 款 《 训 

媳 上 吐 销 希 交 市 与 缀 网 之 路 ?174 一 175 页。 关于 文革 四 本 分 更 特 人 名 购 还 

诛 , 见 站 .了 nshirla, “Sougdian Miseellany 且 ” Cnretia Fariee， eHR 下、Fnumner- 

TH 区 D Weher，Frankfin ar Main，php-39，241，242; YY Yunmhidq, “Review of 

人 Sna 一 区 : 和 armns， 光 0 帮 关 人 mi rp er 亲 ariaamh ariptiora 二 mpper mrtras 闻 ”。 

Bi an ti 5 2，1994，p.392; 古田 

后 有 Sinn - Iranica 池 ,3 冶 页 ， 

4 中 备 辣 文书 ?党 ,450-453 页 ;此 各 恤 文 书 》 三 ,318 一 325 页 。 参 看 朱 密 

《 炳 氏 商 局 王国 的 " 称 价 钱 " .策划 南 北 船 隆 唐 出 资料 ?第 4 期 ,1982 年 . 

1] 一 旨 砚 ; 美 们 就 4 部 所 吐 曾 毒 文书 与 经 网 之 路 放 175 一 180 而 。 

[3] 《5 旋 书 - 蕊 援 传 3 所 述 骨 人 之 与 俗 。 

14j 莫 川 止 哺 4 北齐 隋唐 代 代 村 时 再 " 萨 宝 "四 性 属 二 防区 思 苹 .199 页 指出 存 
在 少 高 昌 城 东 间 天 与 于 个 天 为 阿 一 瞻 裙 的 可 能 姓 . 从 高 昌 惰 与 吐 峻 沟 的 荆 

离 来 彬 ,这 二 不 可 能 的 。 买 ,如 果 两 所 只 条 一 并 位 于 旺 晴 沟 的 话 光 商 昌 城 本 
戎 无 "就 址 应 用 商 虽 城 作为 地 理 侍 标 节 

一 > ne 

47 名 

座 泣 凋 演 看 水 和 > 振 箱 调 屈 折 



方 行政 使 制 推行 到 吐 壮 番 , 人 籍 的 栗 特 人 被 归 人 乡里 。 姜 

伯 勤 先生 指出 的 机 总 县 尝 化 乡 妈 有 相当 数量 的 票 特 商 员 洁 

居 ,这 反映 在 阿 斯 塔 那 35 导 墓 册 土 的 4 唐 神 龙王 年 (707) 高 

昌 县 崇 化 乡 点 籍 样 ?中 (1 池上 四 温 先生 进一步 指出 ,该 多 

桶 竺 人 主要 集中 在 安乐 里 , 即 4 气 籍 样 光 一 ) 第 22-97 行 ， 

所 记 儿 乎 全 是 标 特 人 ,而 崇 化 多 的 其 他 里 则 和 多 有 汉 姓 户 

口 !z5 人 得 注意 的 一 点 是 ,安乐 里 的 票 特 和 名 直 详 者 较 

多 ,年 龄 大 多 数 在 四 十 以 上 ,而且 非常 集中 ,表明 他 们 原本 

是 生活 在 杰 特 聚落 中 的 胡 人 ,被 唐 朝 强 编 人 乡里 。 姜 们 勤 

先生 举 出 的 阿 斯 塔 那 518 号 莫 出 土 的 & 唐 史 到 何等 户 名 

籍 》! 3) 也 间作 反映 了 原本 存在 着 集 居 的 粟 特 人 育 落 。 

北 庭 / 庭 州 

北 庭 或 庭 州 原 称 可 计 浮 图 城 ,位 于 天 山北 亲 . 向 西 通 往 

桶 特 人 束 居 的 碎 时 ,南面 越 天 册 侣 道 与 高 昌 、 伊 开 相 连 , 东 

于 则 有 “加 锅 路 "至 漠 北 的 回 船 可 证 牙 帐 ,是 北方 草原 丝绸 

之 路 上 的 重 柳 城镇 。 氏 观 十 四 年 (640) 唐 灭 高 昌 ,可 诈 浮 国 

城 同 时 归 唐 , 立 为 庭 州 。 

旺 备 看 阿 斯 塔 那 221 号 莫 出 十 4《 唐 贞观 匡 二 年 (648) 庭 

[ 1] 《4 吐 内 番 交 书 ? 佐 ,533 一 544 页 :4 呈 乔 明 文 有 ?七 ，468 一 485 上 页， 参看 英作 

册 攻 驻 权 时 便 慢 广 书 与 些 鸯 立足 3》 167 一 174 页 

[2 ] 纺 研 洱 4 和 神龙 三 年 商 昌 具 絮 化 多 点 籍 幸 代 <2v 3 人 中 玖 十 民 押 法 上 社会， 

票 原 益 田 先 生 古 稀 记 总 沦 桌 #, 东京 汲 古 书院 ,1988 年 ,248 一 250.237 一 258 

页 

【3]】 过 吐 卓 普 六 上 飞 ?》 参 ,466 严 生 时 得 釉 广 书 $ 七 ,350--351 页 。 礁 看 差 们 鞘 # 敦 柑 

玫 鲁 蜗 交 节 与 丝 网 之 踪 》,1467 奈 。 



州 估 米 近 职 辞 为 请 给 公 验 事 》: 

贞观 证 二 [一 二 二] 庭 州 人 米 放 职 秤 : 

米 巡 职 年 参 答 , 奴 可 多 弥 施 年 抬 伍 , 姥 改 钾 年 抬 

贷 , 驼 喜 头 黄 铁 藤 敦 柚 岁 , 羊 拾 伍 口 - 

州 司 : 近 职 令 将 上 件 帮 婢 驼 等 , 刘 于 西 州 市 易 , 恐 所 在 

烽 塞 ,不 练 来 由 ,请 包公 给 , 清 裁 , 谨 酬 。 

“这 职 庭 州 塌 其 ,和 任 往 西 州 市 易 , 所 在 烽 露 勘 族 。 

怀 信 息 。 寸 一 日 。”L11 

这 是 萌 特 次 胡 米 丫 职 要 到 耳 州 贩 易 时 向 庭 州 申请 公 验 的 芝 

文 。 米 近 职 原本 应 是 米 司 荣 特 人 ,贞观 二 十 二 年 , 即 唐 朝 据 

有 北 庭 后 的 第 八 年 ,他 被 称 作 " 庭 州 根 民 " ,可 览 是 已 经 著 籍 

于 庭 州 的 票 特 商 胡 ,但 仍 操 旧业 ,不 时 出 来 做 买卖 。 

桶 特 人 在 庭 州 范围 内 当然 不 只 米 婉 职 一 倍 。 日 本 有 和 邻 

馆藏 4 唐 开 元 十 六 年 (728) 庭 州 金 满 县 习 )》 文 字 如 下 : 

金 满 县 业 上 和 孔 虽 司 

开 十 六 税 镜 , 支 开 十 七 年 用 。 

合 当 县 管 百 你 . 行 客 、. 兴 胡 总 过 了 妊 业 伯 随 抬 人 。 应 见 税 

钱 总 计 当 融 信 伍 挫 了 琢 隆 隘 伯 伍 挫 文 。 

括 抬 伍 耳 陆 伯 伍 奏 文 百 姓 税 。 

(下 残 ) [2 

【11 《 吐 伍 性 立 书 ?从 ，306 页 :时 得 得 立 书 3 七 ,8 3 页 。 盘 看 羔 们 其 t 辑 煌 叶 

答 番 误 书 与 华师 之 路 ?187 一 18S 页 。 

[2 ] 怨 田光 & 中 国 古 和 代 籍 帐 研 究 》, 东 环 大 学 出 版 会 ,1989 年,354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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疗 籼 衣 属 过 对 

着 浴 

沙 知 先生 指出 ,人 金 满 县 为 庭 州 下 属 一 县 中 的 吝 下 有 号, 据 《元 

和 者 县 图 志 》, 许 州 开 正 时 (713 一 741)》 有 户 二 于 六 百 七 十 

六 ,了 两 & 押 接 》 记 天 宝 年 间 (742 一 756) 有 睛 二 千 二 再 二 汗 六 ， 

《 通 典 多 所 记 为 一 于 百 九 十 八 , 平 均 每 县 户 数 为 八 九 二 户 ， 

由 此 推 筑 ,这 里 的 ”- -于 七 上 由 六 于 人 ” 实 指 金 满 县 的 户 数 ， 

“人 "是 指 作 为 户主 的 纳税 人 人。 文书 下 残 , 只 保留 了 百姓 的 

税 钱 数 , 约 为 全 满 县 一 类 民众 税 钱 总 数 的 一 分 之 一 。 由 此 

排 断 , 行 容 ( 汉 人 高 客 ) 和 兴 胡 (村 特 商 明 ) 各 占 妇 外 三 分 之 

一 上 我 们 击 此 得 知 ,在 恨 庭 州 总 户 数 二 分 之 一 强 的 多 满 

县 , 票 特 人 户 约 正三 分 之 一 ,这 里 的 标 特 人 数 并 不 比 其 他 西 

北 地 区 唐 朝 州 县 的 栗 特 人 数 少 ,人 异 史 料 有 人 缺 , 共 来 上 . 生 活 

届 住 的 状 狐 不 得 而 知 。 

太 谷 探险 队 在 吐鲁番 所 获 《 唐 开元 四 年 (716) 李 枇 艺 告 

身 弛 已: 

瀚海 军 破 河 西 阵 .和 白 润 阵 .土山 阵 、 双 胡 丘 阵 、 五 里 

把 蚂 、 东 胡 只 阵 等 总 陆 阵 , 准 开 元 三 年 三 月 二 十 二 日 

救 .并 于 任 洛 城 与 琶 斗 版 ,前 后 总 拖 降 降 , 比 类 府城 及 

论 ( 罗 ?人 台 等 动人 , 包 怠 则 令 递 减 , 望 各 酬 矶 拾 转 (21 

《新 唐 书 地理 志 # 记 庭 州 西 六 十 里 有 永 钵 守 捉 ,又 有 汉 洛 守 
握 。《 元 和 志 》 记 庭 州 西 三 百 七 十 里 有 凭 洛 镇 。 王 国 维 { 唐 

李 花 艺 授 勋 告 身 踊 》 据 里 程 计算 ,以 为 集 洛 镇 . 城 . 守 捉 同 在 

【上 示 知 8 唐 开 元 十 六 年 三 州 使 简 县 胁 小 识 》, 焊 是 兽 理学 侠 究 论 均 集 》. 上 上 
每 闻 语 大 说 典 出 版 社 ,1950 秆 ,187 一 195 两 . 

[2] 录 广 撕 小 田 站 斥 { 德 高 苏 量 间 和 念 销 藏 Y 季 殷 艺 告 身 ?人 太 写 真 , 玫 工 3$ 发 表 

的 新 文 森 , 载 & 应 谷 大 学 论 集 》 第 456 号 .2000 年 .4128 一 129 页 。 



一 地 ,位 于 庭 州 西 约 一 和 坪 六 十里 ,而 结 身 ?所 记 六 阵 即 在 

这 一 带 !18 赁 洛 地 当 北 译 至 碎 叶 的 路 了 ,是 票 特 人 东 米 的 

王道 之 一 ,因此 这 里 出 现 “ 东 胡 室 "的 地 名 是 不 奇怪 的 。 这 

个 东胡 证 的 邮 名 应 是 因为 立 右 枯 宝 初 谭 得 台 , 使 人 惊奇 的 

是 ,这 所 胡 罕 祠 也 在 赁 洛 城 的 东 面 ,与 站 昌 .部 粕 城 东 容 祠 

位 置 下 同 。 

贫 吾 7” 贫 州 

S. 36 下沙 州 俩 州 地 志 ? 仇 州 条 记 : 

隋 太 业 六 年 4610) 于 报 东 买 地 置 伊 青 郡 。 隋 末 , 复 

没 于 胡 ,。 贞 观 四 年 (630) ,首领 五 万 年 率 七 城 来 降 。 我 

唐 始 置 伊 州 。 管 昌 三 : 伊 吾 , 纳 职 . 柔 远 。 

伊 杜 其 黄 俗 又 不 重 夜 冠 , 唯 以 多 财 为 焉 。 

火 只 唐 中 有 素 书 ( 画 ) 形 像 无 数 。 有 认 主 村 和 汪 陀 

者 ,高 昌 未 破 以 前 .和 保 辽 国 入 朝 至 京 , 即 下 只 神 , 男 以 利 

刀 刺 用 ,左右 通过 ,出 腹 外 , 截 弃 其 余 , 以 发 系 其 本 , 手 

热 刀 两 头 , 高 开 续 转 , 说 国家 所 举 百事 , 狐 顺 天 心 ,神灵 

【 相 j 助 ,无 不 征 验 。 神 没 之 后 ,伟人 小 而 倒 ,气息 带 [ 盔 ]， 

七 日 即 平复 如 旧 。 有 司 考 闻 , 制 援 游击 将 军 。 

纳 职 县 , 笃 唐 初 有 土 人 都 优 陀 , 属 东突 厥 ,以 征 税 

繁重 , 率 城 人 入 确 . 宕 部 善 ,至 ,并 吐 和 居 住 。 历 在 韦 ， 

区 投 高 昌 ,不 慨 而 归 。 胡 人 呼 部 善 为 纳 职 , 既 从 先 善 而 

L1] # 观 当 集 林 ?》 郑 上 七 ,中 华 上 局 影印 本 ,第 一 册 ,377 一 B81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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归 , 遵 以 为 号 耳 。 

柔 渤 县 , 右 相 传 草 大 业 十 二 年 (616) 伊 音 胡 闪 贡 营 

了 男 。 真 观 四 年 大 上 国 ,因此 为 县 ,以 镇 为 省、 

柔 远 镇 , 路 大 业 十 二 年 置 亿 理事 , 因 置 此 镇 。 其 州 

下 立 店 , 神 名 阿 挠 [ 

睛 魏 普 以 来 ,经 过 俱 吾 的 “ 颁 百 路 "是 商 胡 往来 的 重要 

奖 通 路 线 。 局 时 ,全 各 又 是 中 原 王 朝 和 北方 游 禾 计 国 争夺 

的 对 象 ,相继 来 属于 北 犁 、 瑟 狐 .北周 和 突 原 . 铁 勒 .东突 肪 。 

据 & 隋 书 ' 断 帝 纪 》, 太 了 业 五 年 , 俩 百 吐 屯 设 等 献 西域 数 千 里 

之 地 。 这 大 慨 就 是 4 地 志 》 所 说 大 业 六 年 置 俩 可 和 郡 的 缘由 。 

从 吐 屯 迟 这 一 帘 感 官 称 来 看 ,此 前 仇 可 黄 领 接 受 突 顾 封 

号 , 当 素 属于 突 友 。 隋 末 中 需 战 乱 , 供 寿 复 没 于 胡 。 上 负 观 四 

年 唐 朝 破 灭 漠 北 的 东 罕 磋 汗 国 , 引 发 了 贫 吾 首领 石 万 年 率 

蕊 城 来 降 。 从 石 万 年 的 票 特 姓 及 《地 志 》 所 记 其 俗 * 以 多 财 

为 贵 ”` 立 有 认 订 等 来 看 , 隐 未 占据 饥 理 等 七 城 的 胡 人 ,主体 

应 是 桶 特 人 。 蕉 首领 石 万 年 ,出身 石 国 ( 塔 在 于 ) . 即 玄 装 于 

真 观 三 年 前 后 到 达 伊 着 时 所 见 到 的 “ 胡 王 "27 说明 他 是 区 

个 隋 伊 吾 郡 范 围 的 首领 。 

《地 志 》 对 仇 避 票 特 人 于 落 提供 了 较为 丰富 的 材料 ,把 它 

们 综合 起 来 ,可 以 使 我 们 较 前 人 对 这 里 的 粟 特 聚落 看 得 更 为 

清楚 些 。 仇 州 郭 下 的 贫 吾 县 有 火 话 店 , 巾 只 主 翟 称 陀 主 持 . 

[1] 《 释 隶 340--41 页 。 

[2 】 志 签名 纳 职 "名 称 考 述 一 一 大 谈 票 特 人 在 己 寻 活动 的 有 关 问 题 y. 必 西北 

史 地 #19893 年 , 匠 页 - 关于 折 万 于 之 为 票 特 人 ,参看 Pnileyblank“A Soedian 

Cory 刘 Imner 1ionesnlia  ，m.354 芮 优 明 苇 入 人 在 东西 更 通 由 的 作 月 让 必 赴 

伴 交 中 论 共 ?1985 年 第 1 和 辑 ,56 页, 



从 他 的 名 字 看 ( 絮 陀 为 栗 特 文 " 仆 人 "之 意 ), 当 凡 村 特 人 人。 此 

唐 庶 即 & 昌 志 》 后 部 所 记 州 下 立 的 让 , 庙 中 素 画 的 只 神像 之 

一 , 嵌 即 后 文 的 " 阿 揽 " 。 上 文 引 向 昌 划 上 葛 门 陀 等 各 籍 ? 中 有 

“ 药 阿 揽 "“ 查 阿 捍 延 "， 延 "是 票 特 文 - yan 音 详 ,意思 是 礼 

物 ”, 草 有 " 荣 典 "“ 庇 伯 "之 意 。“ 阿 提 延 " 即 求 阿 揽 神 庇护 之 

多 。 阿 揽 很 可 能 是 栗 特 人 供奉 的 胡 容 神 之 一 [1 

《地 志 3i 世 纳 事 !-- 名 的 来 历 故 事 , 也 值得 重新 考虑 。 唐 

二 初 年 部 伏 陀 率 你 回 到 寻 善 时 ,也 正 基 康 相 典 率 众 到 达 痢 

莓 时。 这 里 莘 是 吐谷浑 (6 即 吐 浑 ) 领 地 , 唐 初 当 仍 有 吐谷浑 

人 居 性 。 当 这 批 衣 人 肯 从 部 善 经 风 普 .高昌 回 到 原 地 时 ,其 

部 灵 中 一 定 有 不 少 紧 特 胡 人 ,所 以 新 起 的 地 名 “ 纳 职 " 实 即 

“ 寻 支 ", 也 是 票 特 文 nrwe( 意 “新 ”) 字 的 对 音 [2 

柔 近 熏 然 以 隋 彰 所 轩 柔 远 镇 得 名 ,贞观 四 年 前 后 也 是 

间 人 在 那里 彰 出 。 

P. 2005 沙 州 前 经 》 着 三 有 关 沙 州 水 , 渠 、. 湖 泊 类 的 最 

后 记 : 

一 所 兴 胡 泊 , 东 西 十 九里 ,南北 九 壮 , 深 五 尺 。 者 

[1 芯 看 是, 友 sher "Fr pn 本 lisrchen Peraonennamengehung"”，P.XZ 1 全 .Toshida “Review 

上 Sn 一 Williama，Sageiaml md Rrr Tarim serptiyis 研 二 epper Fn 

理 ”，p.392; 蔡 钠 牛 4 唐 代 九 姓 胡 礼俗 站 考 》,1210122 丙 。 

[2 ]〗 李 志 赤 i 纳 职 " 和 名 称 考 述 $.36 而 已 指出" 纲 职 "为 票 特 立 * 新 " 字 . 但 以 汶 昆 

僻 百 统治 将 横 特 人 为 迁居 伊 训 的 部 善人 押 命 各 ,可 备 一 说 。 

53 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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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州 西 北 一 百 一 十 里， 其 水 咸 黄 , 堆 泉 娘 售 。 商 胡 从 

玉 门 关 道 往 环 时 止 ,町名 为 号 

兴 胡 泊位 于 沙 州 西北 经 玉 门 关 旧 划 :{( 今 小 方 盘 城 ) 往 贫 州 的 

夭 竿 道上 [3 国有 可 以 估 用 的 泉水 ,也 成 为 聚 特 商 肯 皂 目 

之 地 ,并 因 兴 硼 而 得 名 - 

敦煌 7 了 沙 州 

敦煌 是 坎 守 西 咸 三 条 进入 中 原 道路 的 广 户 ,也 是 东西 

万 质 易 的 中 心 之 一 :因此 ,自然 成 为 标 特 人 东 来 聚居 的 主要 

地 点 。 

二 坷 曹 槛 明帝 东 和 年 间 (227 - 231) ,个 慈 出 任教 煌 太 

和 衬 , 对 当地 豪族 区 局“ 西域 钞 胡 "的 情况 加 以 整顿 , 商 电 “和 欲 

诲 将 阁 , 为 贡 过 所 ; 签 从 都 还 者 , 官 为 平 取 , 丢 以 府 见 物 与 共 

葡 市 ,使 瑟 民 护送 道路 ”434 其 中 的 “西域 条 硼 "应 当 包 括 

来 自 桶 特地 区 的 商 胡 ,他 和 们 以 敦煌 为 根据 地 ,有 的 前 往 洛 卫 

兴旺 贸易 ,有 的 由 此 乒 回 家 多 !4) 

反映 部 焊 加 特 巾 民 的 最 佳 材料 ,应 当 是 斯 坦 因 1907 年 

在 敦煌 西北 长 城 烽 塘 下 发 现 的 梨 特 文 古 信 札 。 可 懂 的 是 这 

[1 池上 加 雇 & 证 州 图 经 略 芭 》, 人 4 黄 半 本 避 38 砚 。 

1 2] 参看 严 料 记 & 庙 代 交 道 二 考 3$ 第 二 着 ,台北 ,1985 年 ,445 一 452 页 ， 

[3 ] 有 三 国 走 》 疮 -六 《本 书 :他 区 传 ?. 

14 3 瑟 纵 (东汉 后 期 中 亚 人 来 华 考 》. 原 载 & 经 入 半 了 论 与 野 许 中 治文 条》$. 北 京 太 

痒 出 版 社 .1983 本 ;此 狐 闻 获 攻 西域 号 地 文 牺 状 和 曾 》, 北 京 立 物 出 版 计 , 950 

年 ,强大 : 黄 正 责 随 州 哎 蛙 果 人 人 安 氏 京族 研究 ?》.《 唐 研究 ?第 3 叭 , 止 京 大 

葡 出 虚 社 ,1987 车,302 页 。 



些 信 杞 大 多 残缺 不 完 , 解 讯 十 分 困难 。1948 年 , 粳 末 教授 

翻 详 出 二 号 信和 柱 的 部 分 内 容 , 并 据 倍 中 所 记 史 实 ,判定 文书 

写 于 311 年 或 以 后 几 华 中 1 19795 年 , 啥 马 塔 教授 把 一 导 

信 杞 作 了 较 完 整 的 翻译 ,至 于 写作 年 代 , 则 坚持 斯 坦 因 提出 

的 东汉 未 年 说 5 他 的 观点 受到 批评 , 面 他 的 英 译 常常 为 

非 专 攻 荣 特 文 的 学 背 所 引用 ,但 据 伴 姆 斯 - 威廉 姆 斯 教授 

的 说 ,其 中 有 不 少林 页 之 处 .34 

尽管 日 前 还 设 有 清 意 的 详 文 发 表 , 但 药 特 文 专家 提供 

的 一 些 专 名 和 大 章 的 解说 ,有 助 于 我 们 理解 四 志 纪 初时 教 

烧 栗 特 人 的 状 病 。 据 者, 这 些 信 札 有 两 封 是 从 敦煌 寄 出 的 ， 

说 明 敦 煌 和 另 一 个 发 优 地 点 关 茂 (武威 ) 部 是 票 特 商人 的 和 染 

居 地 。 一 导 信 和 礼 讽 到 某 地 有 投 冯 尔 干 来 的 贵人 (自由 民 ) 一 

【 工 】 可 . 昌 ，Ilenning，”The De nl the Sogdian Ancient Tatterma” ，Baetin or tiRe Seeol 

本 Gieruadl nd Fi 汪 arter ， 基 1，19d48，P-O06， 参 看 M. Sinms - 好 illiame， 

[he Sogdiar Mearrhants in fhina and ingis”，Crzna e fr aa dessandyo 计 wgnn 

LU 诬 maztba Tang ， 坷 ， 呈 ，Cadonna 5 工 ，Lanciotn ，Firmze 1996， 旧 .4, 各 ; 陈 

国 灿 《敦煌 所 症 票 特 立 声 世 偏 的 断代 癌 题 3. 岗 南 北朝 附庸 史 资 料 ? 第 7 

期 ,1985 年 :10 一 18 正 : 陈 国 如 + 魏 晋 至 篆 唐 判 西 胡 人 的 束 居 与 淡定 教 》， 

世 辐 北 民 族 研 究 ?1988 年 第 1 期 ,201 一 202 页 。 

[ 2】 村 Harmatta，“Somjian Seammves for te Histary o Pre - Jslamic Central Asia"， 

的 Re 可 丽 e Samrrey om 二 etnry 呈 记 六 ionir et Na ， 直 Idapest 

1979，Ph 1353 ~- 165 佑 看 上 Harnatpay “Sr Aunrnrl Stein and the Pate 吕 the Sog- 

中 an“ 肯 netent Letterm ”lee bogume ft Poemntal Coleetiort 了 57 -7976， 

Ruadapest 197 吕 bp 73 一 idem “he atrharnlngica Evidence tor the Date 中 

出 Sogjinrn “Anrisnt Letters ”Studies 扫 te Soarees om We 丽 sory 旷 贞 we 

五 提 mir Peniral dsiz ，Hnodapesr 1079，oh. 93 -90; 刁 料 t 部 粕 出土 栖 特 文 占 

书 依 的 断代 问题 ?, 针 ! 国 史 解 究 -986 秆 第 工期 ,87 一 的 页 

[ 3] FTDirenet 吕 Sima 一 William “The Hinturical Contest of the Sowdian ceient 

Letters”，TTrrmsition Periods rm ranzan 下 srory 【Spadia jnaniea ，uahier SS ，Loew- 

ve 1 PP 1 一 1225 有 Sinme 一 夷 贡 iama, “Jhe Sogdian Merchants 各 全 hima 

undia"， bb.47 -4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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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人 ,可惜 地 名 有 残 , 全 于 读 作 “ 敦煌", 哈 志 塔 读 作 1i - 

yan 入 黎阳"”, 孝 难以 肯定 :1 可 以 肯定 的 是 ,这 些 栗 特 人 是 

由 萨 宝 (s rp w) 统 领 的 , 即 他 们 有 特 己 的 “ 队 商 首领 "已 萨 

宝 " 的 本 意 ) 24 而 且 , 认 教 神职 人 员 Pryapt( 祠 主 ) 的 存在 ， 

表明 自 那 时 起 ,敦煌 就 有 随 粟 牧人 建立 的 只 祠 13 此 外 ， 

"ps r 和 Bakr m 画 个 联 称 的 出 现 ,表明 这 个 票 特 聚 落 具 有 

很 强 的 月 治 性 142 事实 上 ,从 已 经 确定 的 票 特 文 古 信 柜 的 

内 和 容 来 看 , 叶 在 四 世纪 初时 , 教 煌 就 有 了 以 栗 特 商人 为 主体 

的 自治 聚落 ,而 且 伴 随 有 认 教 祠 售 。 这 些 桶 特 商 衣 东 到 治 

阳 , 西 到 家 乡 , 正 与 于 国 时 就 煌 高 胃 的 活动 范围 大 体 相同 。 

除了 上 举 票 特 文 十 依 杜 外 .池田 温 先 生还 提 到 《西魏 坟 

统 十 过 年 ($S47) 瓜 州 计 张 》1S.613) 中 , 草 匹 智 拔 、 草 乌 地 找 

两 人 可 能 是 出 自 曹 国 的 诸 特 人 (54 但 他 们 与 汉人 一 并 受 

国 交 租 .是 人 籍 的 栗 特 人 无 疑 ,说 明 他 们 已 经 与 栗 特 弦 落 脱 

离 联 系 。 

正 是 因为 敦煌 很 时 就 是 标 特 人 的 聚居 好 ,所 以 , 唐 朝 一 

些 落 籍 内 地 的 票 特 人 才 会 把 敦煌 作为 他 们 的 郡 望 。 最 城 出 

土 4 康 哲 墓 志 》 称 “看 讳 哲 , 字 慧 哲 ,其 敦煌 郡 人 也 。 "541 西 

[1] NSima- Wiliiams. “The Sogrlian Merchants mn China amd India"，Pb.46 一 48. 

【2] 吉田 下 & 光 芝 上 语 杂 录 3#0) ,168 一 151 页 : 荣 新 科 《 共 教 茹 传 中 国 年 化 者 》， 

《国学 研 况 ?第 3 着 ,北京 大 学 出 版 村,1995 年 .到 页 :Sime - Wilians “The 

Sogdian Merchania in China ape India”，P.d 和 3. 

[ 3 用 .BTierming，"“The Date of 由 e Sogdian Ancient Letten，P.602。n.3: 荣 新 江 

《 标 载 本 传 中 国 年 代 考 $,340- 34[ 页 ; 春 看 .Sinm - 机 [iama， “The wopdian 

Merciants in hina and Irxia”，Pp.48 -<493。 

【 汪 】 丙 .后 ma ~ 吝 昌 iana “The Solian Netrchants im Thina and ]Jnd 目 ma”， 五 驹 . 

1s ] 池田 访 人 8 几 纪 中 中 叱 本 上行 鱼 束 煌 记 交 和 氏 上 大 某 落 ?7 -去 六 克文 化 研 

充 ? 第 1 午 .1965 年 .8 页 ， 

【5 有 北 涪 310 册 ,19 页 半路 阳 税 册 , 纪 页 于 护 编 ?1052 页 - 



安 汕 下 《 草 惠 琳 幕 志 》 去 “ 公 讳 惠 麻 ,本 望 敦 炸 康 氏 也 。 来 

上 归 餐 ,入 氏 赠 绢 州 史 元 裕 见 而 和 奇 之 ,入 为 后 其 , 礼 均 天 属 ， 

尊称 草民 几 。 (1 

由 于 教 煌 藏 经 涧 发 现 了 大量 的 议 文 文 接 , 使 我 们 今天 

对 于 敦 作 的 此 特大 茧 落 有 了 较 其 他 地 方 都 详尽 的 了 解 。 池 

出 温 先 生 《 八 世纪 中 时 敦煌 的 村 特 大 聚落 》 一 文 , 全 面 地 展 

现 了 喜庆 桶 特 保 落 情 况 .不 禹 我 们 费 词 25 这 里 廊 将 最 能 

说 明 问 题 的 史料 和 池上 册 先 生 的 结论 表 出 ,以 利于 下 面 的 讨 

论 。 

P.20054 永州 图 经 》 郑 二 “四 所 条 神 " 条 云 ; 

萄 神 : 右 在 州 东 一 里 ,立会 , 画 秦 主 ,总 有 廿 龟 。 其 

【1 j 辽西 31 册 ,139 上 二 补 址 31 肌 ,208 上 责 ， 

[2 独 田 绛 缉 世 纪 中 夺 包 车 坟 而 部 炮 扩 光 客 上 大 束 落 》, 要 一 92 更 。 对 教理 聚 

特 聚 落 或 训 落 解体 后 部 烛 跟 蛙 人 的 探讨 ,所 陈 国 烛 《 唐 五 化 敦煌 县 乡里 制 

的 演 空 $ 光 部 煽 研究》1989 年 第 5 捧 , 妈 一 和 .110 页 ; 姜 伯 拐 《 教 . 吐 重音 

上 上 沪 此 交 口 - 下 上 风光 包 上 大》 季刊 东西 交涉 3 第 和 着 1 一 3 号; 收 人 和 痿 

个 吉 《 芳 如 叶 鲁 鼻 文书 与 绎 网 之 中 补 姜 人 其 《俄国 票 特 研究 对 汉学 的 坦 

义 3. 提 效 " 汉 学研 究 国 际会 说 "论文 ,北京 大 学 ,1998 第 5 月 人 -8 日 : 陆 纪 

夫 $ 嘲 宁 间 部 煌 村 特 人 言 议 化 } ,历史 研究 》1996 年 第 6 期. 节 一 到 下 : 震 炳 

林 计 天 代 敦 析 阳 特大 与 是 交 衬 收 权 ? 光 部 才 册 痉 )1996 年 第 4 期 .90 一 5 

页: 郑 士 林 & 骨 于 代 部 旭 的 村 特 人 与 佛教 3 加 旭 研究 ?19%7 年 第 ?> 期 ， 

二 1 一 46 更 ; 环 炳 林 妈 康 秀 华 写 终 施 人 杖 与 + 炫 和 沿 货 卖 胡 和 输 历 研究》， 

《部 提 吐 便 一 研究 ?第 主 疮 ,1998 年 ,19 上 一 208 焉 ;FF Cenal 吕 Zhang Cueneda， 

“The [asl 用 efuge af he Sedian Religion :Dunhuang in the Minah and Tenth Cen- 

tariea”， 和 pe 不 全 和 折 uifiiaee ，PHbedo sertay ，]0【Stadiss 训 Honor of Yladimir 

站 [ivahits) ，1995，ph- TI75 - 186 ， 革 于 从 化 拟 因 竺 人 省 的 还 原 , 参 看 也. 

可 eher， “ur soijiarhen Petronennamengebuang ，P，t93 一 203; 了 ，Toahida， 

“Review 可 本。、Sirm -一遍 由 ja、 Susrdiem and Rer Feniah mmscmplons 二 中 e 

Per aadn 王 "，P.391;， 车 方 急 . 旦 可 什 《 怀 教 中 ?1998 年 ,上 海 社 会 科学 

院 鹿 央 相 :242--243 昌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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灯 型 也 对 导 

院 周 固 -- 百 步 。!1 

甘于 这 所 认 神 ,敦煌 写本 《4 堵 焊 廿 屿 ?中 的 《4 安 城 改 咏 ? 也 有 

记 杂 : 

地 簧 安 城 日 , 神 祠 与 几 兴 。 一 州 祈 景 祥 ,五 类 和 爷 体 

征 。 和 华 注 来 无 乏 .精灵 若 有 任 ， 更 看 零 妈 处 , 季 夕 酒 如 

如 。i2] 

池田 瘟 先 生根 据 教 煌 基 经 洞 出 土 的 《天 宝 十 载 (751) 敦 垢 县 

差 科 敌 $ 所 记 从 化 乡 人 名 的 姓氏 多 为 票 特 式 胡 名 ,判断 出 唐 

朝 敦 煌 十 -三 多 之 一 的 从 化 多 ,就 是 在 票 特 了 到 落 的 基础 上 建 

开 的 ,其 位 置 恰好 就 在 就 煌 城 东 一 里 的 办 会 所 在 地 ,这 里 又 

称 安 城 ,为 票 特 民 傣 精神 俯 何 的 中 心 。 他 述 推 断 从 化 乡 的 

居民 庶 当 是 唐 朝 初 年 集 奢 性 移 房 尼 地 的 ,聚落 的 建立 最 早 

可 以 追 潮 到 隋 代 ,最 晚 在 七 世纪 中 叶 。 他 详细 研究 了 从 化 

乡 居 民 揭 种 族 构 成 .家 庭 形 态 .公务 负担 .身份 构成 ,以 及 他 

们 与 藤 炬 其 他 乡 民 侈 相 比 在 商业 上 的 特性 。 八 世纪 中 时 开 

始 ,由 于 栗 特 地 区 的 动 苏 . 唐 朝 的 内 乱 、. 吐 画 对 河西 的 占领 ， 

从 化 乡 居民 汪 交 成 少 。 到 八 世纪 末 时 蕃 目 领 就 粕 后 ,最 终 

消亡 。 陈 国 灿 先生 以 为 《 唐 长 安 三 年 (703) 三 月 敦煌 县 录 率 

悍 文 彻 此 ?中 尚 无 从 化 乡 , 而 景 元 年 (707) 西 突 磋 故 将 阿 

中 那 病 荔 忠 节 勒 兵 攻 于 半 放 城 ,大 概 迫 使 播 世 镇 和 石 堪 镇 

f 1 ] 弛 图 油 & 训 州 图 纤 上 考 》,70 一 ?71 页 :4 轰 录 》- .13 页。 

2] 季 甲 遍 8 性 红 中 叶 民 和牛 季 过 敦 星 扩 了 各 下 大江 菏 》50 页。 



的 聚 特 大 东 证 敦煌 ,这 可 能 是 从 化 乡 的 来 历 ( 邯 

无 论 从 化 乡 的 成 立 是 理由 于 某 个 集 园 性 村 尾 人 的 移居 

结果 ,. 俱 如 上 所 述 , 式 煌 从 很 早 的 时 候 起 就 已 经 是 票 特 人 的 

聚 届 地 了 : 

常 乐 “ 瓜 州 

自 敦 炊 向 东 沿 经 缅 之 路 的 干道 前 行 ,第 一 个 立 脚 点 是 

常 乐 。 常 乐 在 北 黎 .北周 时 立 为 郡 , 属 瓜 州 ( 治 敷 信 )。 隋 初 

改 为 县 。 唐 武 德 五 年 (622)》 改 瓜 州 为 沙 州 ,于 篇 乐 县 立成 

州 。 七 年 , 疏 常 锯 为 晋 虽 县 。 

《金石 车 编 ? 卷 八 八 收 & 大 唐 博 陵 履 北 乓 己 山 封 安 天 王 

之 饥 》，, 立 于 大 宝 八 载 (749) ,其 序 称 : 

由 骑 大将 军 员外 置 同 正 员 ,和 莱 范 阳 郡 长 中 .柳城 郡 

太守 , 平 卢 节 度 . 支 度 、 营 田 . 陆 过 .两 基 . 四 府 . 河 北海 

和 运 , 委 范阳 节 度 .经 略 、 支 度 . 营 田 副 大 使 ,采访 处 置 使 ， 

兼 御 史 太夫 .上 桩 国 ,柳城 郡 开 国外、 常 乐 安 公 悍 禄 山 ， 

国之 黄 也 。 

这 时 以 常 乐 为 安 禄 山 的 郡 望 。 计 长 矣 先生 在 讨论 这 条 材料 
时 说 ,南北朝 隋 唐 时 人 称 某 郡 某 人 往往 指 这 一 姓 族 的 都 户 

而 非 本 贯 , 邵 其 衬 先 之 米 历 与 郡 望 没有 关系 。 但 他 又 从 安 

标 山 不 依附 武威 安 氏 身 称 常 乐 一 点 ,怀疑 安 禄 山 的 先 人 或 

[ 1 ] 陈 国 类 * 唐 五 代 敦 件 其 乡里 制 的 请 变 》, 39 祝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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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 关闭 半 炸 画 于 寺 车 

许 是 世 居 压 、 沙 的 胡 人 ( 忆 

据 邵 说 《 代 郭 令 公 请 雪 安 思 顺 表 》 沁 载 … 安 禄 出, 牧羊 

小 妖 , 本 实 姓 康 ,还 自 北 禾 , 来 投 中 夏 。 (2) 可 备 一 说 。 沽 

辫 本 (E.G.Pulleyblank) 在 5 安 禄 上 出 送 乱 的 背景 》 一 书 中 有 详 

绍 考 办 1372 常 乐 的 康 氏 ,并 不 只 有 安 禄 山 祖 上 一 家 ,不 过 ， 

这 些 栗 特 人 巧妙 地 用 了 会 移 这 个 地 名 ,来 作为 他 (或 好) 们 

的 禾 望 。 

《 宝 刻 其 编 》 卷 十 三 著录 《 康 遂 诚 莫 志 》 称 :“ 公 字 等 ,会 

答 山 了 明 人 大 。" 西 安 出 士 《 康 氏 墓志 》 称 :“ 认 击 将 军 上 柱 国 赏 乱 

鲁 戏 康 府 君 夫人 康 氏 ,会 入 人 也 。 去 赣 元 元 年 (758] 二 月 证 

五 日 终于 醴 泉 坊 里 之 私 第 。” (41 《咸宁 长 安 两 县 续 志 》 眷 下 

著录 k《 康 氏 幕 志 ?% 称 : “夫人 ,会 入 人 。 又 ,西安 出 土 $ 安 公 夫 

人 康 氏 莫 志 ?夫人 姓 康 氏 ,其 先 会 稿 人 也 。 敌 年 有 移 天 行 

于 河 州 别 驾 安 和 久光 。 御 史 大 去 . 深 赵 等 州 团练 观察 处 置 使 、 

榆林 都 王 , 则 夫人 之 令 倒 也。 春秋 七 十 有 七 ,以 建 中 三 年 

(782) 二 月 廿 二 日 届 于 观察 之 别 第 。”!5] 据 考 , 康 氏 侄 儿 邯 

建 中 三 年 任 深 赵 等 州 团练 观察 使 的 康 日 知 (612 《 康 日 知 昔 

志 》 称 其 为 “会 移 郡 王 "!7)5 其 子 康 志 睦 封 “ 会 葡 郡 公 ” [8 

[1 2 良 长 扬 上 《 呈 唐 天宝- 七 载 封 北岳 蛋 山 安 开 王 饮 ?, 疏 山居 存 入 3 .北京 中 华 书 局 ， 

1989 年 .273 一 292 页 。 

【2 载 # 文 碍 英 华 ? 叶 六 -~ 所 。 

人 了】 巨 . 呈 ，Puiieyhlank，、7Re 尼 reReroznd of Me Beieiion dm 一 sm，ELondom: 

Orxiord University Preaa，1953，bp .14 -45. 

【4 】 区 西 ?31 册 ,150 页 3 扑 坦 冯 册 107 页 . 

15] 师 小 群 & 西 安 郊 区 出 土 唐 韩国 信 . 康 氏 监 志 考 述 ?, 院 西 省 上 卫 物 馆 馆 刊 ? 第 

4 期 ,1997 伴 ,2098 页 。 

[6 网 上 ,240 页- 

人 人 7] 《 宇 刻 外 编 3 卷 七 又 E 新 唐 飞 ?着 -四 八 《 康 日 知 传 y。 

【8 《 宝 刻 然 编 ? 养 - 苹 康 志 且 蔡 志 》; 又 t 新 唐 书 } 卷 一 四 具 《 碌 志 睦 传 }。 

一 



西安 又 出 上 康 月 人知 第 四 子 4 康 志 达 募 志 少 , 其 中 也 说 志 达 "本 

会 稽 人 也 ”1 又 《4 何 文 哲 幕 志 》: "夫人 康 氏 .以 贞 元 十 三 

年 (797) 六 用 十 九 只 终于 [长 安 ] 延 寿 级 之 私 第 。 公 旭 惟 前 

好 , 夕 鼠 嘉 媚 , 爱 以 其 年 , 复 就 亲 迎 , 即 前 大 人 之 第 三 妹 也 。 

夫人 从 公 之 荆 , 封 于 会 稽 姓 ,为 郡 夫 人 下。 [121 

这 些 康 姓 家 族 ,或 称 会 稽 人 ,或 封 会 移 郡 ,有 的 甚至 称 

为 会 移出 阴 人 ,使 人 一 望 便 以 为 这 里 的 会 稿 是 指 江南 遵 越 

州 会 稽 郡 ,是 地 道 的 汉人 大。 但 康 姓 是 地 道 的 票 特 康 国人 人 

华 后 取 的 议 姓 , 如 此 多 的 康 姓 出 自 会 稽 ,确实 使 人 感到 疑 

惑 。 特 别 是 《新 唐 书 ' 康 日 知 传 ? 称 :“ 康 日 知 , 灵 州 人 。 祖 

植 , 当 开 元 时 , 缚 康 待 宾 , 平 六 胡 州 .玄宗 召见 , 氛 堪 武 刀 大 

将 军 , 封 天 山 县 男 。 康 日 知 本 贯 灵 州 ,其 贫 封 天 山 县 ,可 知 

其 家 族 在 开元 时 还 自称 来 自 西域 , 故 封 天 山 。 然 而 ,他 们 在 

逢 居 灵 州 之 前 ,或 许 来 自 压 州 常 乐 。 因 为 瓜 州 地 域内 也 有 

一 个 会 稽 。 据 《 晋 书 "地理 志 》 ,元 康 五 年 (295) 立 会 稿 县 , 属 

普 昌 郡 。 又 据 《 通 旺 } 着 一 七 四 人 《 州 郡 典 }》 质 州 条 ，“ 茶 坚 徒 江 

汉 之 人 万 余 户 于 敦煌 , 凉 武 轨 王 六 以 南 人 置 会 移 郡 。" 北 周 

时 废 郡 为 县 ,地 点 就 是 吐 归 郡治。 后 县 治 迁 到 玉 门 记 县 , 即 

今 赤 金保 地 (31 会 稽 、 晋 昌 即 唐 代 的 瓜 州 常 乐 , 称 会 稽 人 

者 , 即 等 于 说 常 乐 人 。 我 想 这 个 会 葡 , 才 是 文 多 数 自称 为 会 

稽 郡 望 的 康 姓 人 的 本 来 居 地 ,他 们 从 西 而 来 , 落 籍 会 移 ( 常 

乐 } ,后 有 的 东 迁 灵 州 ,有 的 分 散 各 地 。 

值得 注意 的 一 点 是 , 康 姓 之 称 会 稿 人 ,大 允 数 是 安 史 之 

【1 ] 《 陈 西 妈 册 ,85 页 过 补 造 35 册 .431 页 。 

[2] 际 西 寻 册 ,107 页 ; 补 迁 ?1 妥 ,285 页 

13] 矢 看 可 并 成 t 叶 文 牢 会 祖 转 者》.《 敦 煌 叶 痊 番 研 究 》 第 3 卷 . 1998 年 ,223 一 

228 页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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乱 以 后 的 事 。 在 安 中 之 融 前 ,本 姓 康 氏 的 安 禄 出 自称 常 乐 

那 望 , 其 他 康 氏 也 应 当 乐 意 称 作 常 乐 人 。 安 史 乱 后 ,与 之 同 

姓 网 源 的 康 姓 人 ,一定 要 有 启 掩 盖 , 就 像 武威 安 氏 改 姓 李 姓 

一 梯 , 他 们 用 唐人 已 经 不 骼 悉 的 会 稽 来 作为 自己 的 寻 望 ,使 

人 一 望 就 以 为 他 们 出 身 江南 高 门 。 这 种 做 法 十 分 成 功 , 颜 

真 卿 扎 《 康 希 铣 神 道 碑 铭 ?时 , 详 纳 叙述 了 这 个 家 族 从 周 武 

主 以 来 的 谱系 , 历 且 这 个 化 极 重 的 碌 氏 家 族 也 依 实 从 很 

时 时 起 就 鞭 籍 出 阴 会 稽 ,成 为 地 地 道道 的 会 稿 人 了 [2 不 

过 ,这 应 当 生 个 特例 ,大 多 数 的 康 姓 票 特 人 应 当 和 安 禄 出 的 

宜 上 一 样 ,是 从 常 乐 的 会 移 迁 到 中 永 的 。 

酒泉 “ 肃 州 

酒泉 是 河西 走廊 的 弘一 个 重要 城镇 ,也 是 丝 园 之 路 上 

的 重要 中 转 站 。 蔷 特 人 很 时 就 在 这 里 活动 ,上 面 提 到 的 西 

赤 末 年 写成 的 桶 特 文 十 信 札 中 ,就 担 到 村 特 商人 在 活 泉 经 

商 的 铺 况 (5 南北朝 时 ,这 里 也 是 票 特 人 的 居 地 。 

《 北 史 >》 着 九 二 《 恩 幸 ' 安 时 根 传 ? 记 : 

安 旺 根 ,安息 胡 人 ,曾祖 入 魏 , 家 于 酒泉 ， 吐 根 , 委 

未 充 使 里 里 , 因 锅 塞北 。 天平 初 , 映 蜂 主 使 至 普 阳 ,时 

[ 11 载 4 部 鲁 公文 集 》 着 七 区 宝 刻 从 编 》 效 七 斌 全 唐 文 3 状 王 四 四 。 参 看 程 越 4 从 

石 刘 史料 刹 人 华 莫 特 人 的 汉化 ?发 史 党 月 刊 31954 年 第 1 期 ,23 页 。- 

【2 开 Hanmatta，”Sopgdian Sourosa ior the 昌 iatory 可 je -四 amir Central 上 sia”- 

PP-16] - ]62; RSime ~- Wilians, ”The Sopdian Merchanls in Chna and lndia" . 

pb 4， 



根 密 启 本 蕃 情 状 , 神 或 (高 欢 ) 得 为 之 备 。 归 里 果 遗 兵 

入 掠 , 无 获 而 摊 。 神 武 以 其 忠 款 , 厚 加 党 惠 。 其 后 与 里 

蜂 和 亲 , 结 成 婚 碳 ,和 凤 时 很 为 行人 也 。 半 根性 和 善 , 颇 

看 计 策 , 频 使 入 项 ,为 神武 亲 待 .其 在 本 攻 , 为 人 所 谱 ， 

者 投 神 武 。 文 囊 (高河 ) 叮 事 , 以 为 很 节 、 凉 州 刺史 、 率 

义 侯 , 稍 迁 仪 周 三 司 , 食 永 虽 洁 痒 。 

安 吐 根 曾祖 应 是 在 北魏 初 年 来 到 河西 ,家 于 酒泉 。 到 安 吐 

衫 时 ,并 没有 太 深 的 汉化 ,他 有 计谋 ,而 旦 作为 合 臣 ,应 当 通 

多 种 语言 , 正 是 粟 特 人 的 特性 所 在 。 

《 周 书 》 着 五 十 《突厥 传记 : 

其 后 白土 门 . 部 落 稍 启 , 始 至 赛 上 市 绾 加 , 愿 通 中 

国 。 大 统 十 一 年 (5S45), 太 和 祖 章 酒泉 胡 安 诺 榴 有 陀 使 需 。 

其 国 竹 相 庆 日 ，… 今 大 国 使 至 ,我 国 将 兴 世 。”111] 

西魏 诉 由 的 第 一 个 通 使 突 咯 的 使 臣 又 是 出 自 酒 泉 的 粟 特 胡 

人 [21 似乎 不 是 偶然 的 ,这 一 方面 说 明 聚 特 人 由 于 语言 

天 分 ,常常 充当 不 同 民族 间 交 往 的 使 者 ,同时 也 说 明 酒 泉 栗 

特 胡 人 在 北朝 频 有 影响 力 。 

以 上 两 人 都 姓 安 .表明 安 姓 为 酒泉 胡 人 中 的 著 姓 。 人 

唐 以 后 . 仍 有 一 些 粟 特 人 不 忘 其 为 酒泉 胡 人 后 再 。 如 《和 何 德 

[1] 地 北 虫 3 郑 志 几 《 宇 卫 苇 3 同 - 

【2 ] 于 Hennanpa, “Irano ~ Tarriee"，4deya Dienralia Fimpariae ，25，1902，P.273; 

茸 普 牛 4 唐 代 妃 姓 胡 礼 伦 上 关 寿 ,121 页 :TYToshda “Heview 吓人 Sims 一 

Wilianpes，.Soeelprrs an other Taniapt nscritiuns 履 友 ce Dipper ndus 下 "39 

TS 

63 党 



各 的 

昔 志 》 云 :大 夫人 酒泉 安 氏 ,以 疾 母 之 请, 赠 酒 泉 其 太 
君 。 人 

从 整个 人 华 更 特 和 人 米 看 , 康 姓 更 为 大 族 。《 康 武 通 莫 
志 ; 称 :大 人 唐 ( 康 ) 氏 , 即 酒泉 单 王 之 筷 也 。”[23“ 单 王 " 应 
是 单 于 二 的 简称 , 则 其 为 酒泉 调 人 首领 无 疑 。 这 使 我 们 得 
知 酒 永 上衣 和 人 以 康 姓 为 首 , 既 有 首领 , 则 知 北朝 时 酒泉 胡 人 是 
育 族 而 居 的 。 

另外 《 唐 才 子 传 ? 卷 下 《 康 治 传记 : 

治 ,酒泉 人 , 黄 须 美 丈夫 也 。 盛 时 携 琴 剑 来 长 安 ， 

竟 当道, 气度 豪 课 。 玄宗 亦 知 名 , 尝 吧 美 之 。 

陈寅恪 先生 说 :… 以 洽 之 姓氏 容 瑶 生 地 年 代 及 事迹 观 之 , 盖 

为 西 胡 族 类 之 深 于 汉化 者 。 !31 其 说 至 确 。 我 们 可 以 据 上 

述 材料 ,把 康 洽 确 定 为 酒泉 出 身 的 粟 特 胡 人 。 

《 史 启 联 墓 志 ? 称 : 祖 思 , 周 京师 萨 宝 ,酒泉 县 令 。 441 

又 ,《 史 铁 棒 莫 志 》 也 说 :曾祖 多 思 , 周 京师 摩 订 萨 宝 、 酒 泉 

县 令 。!51 史 启 联 为 史 铁 棒 之 父 , 所 以 两 志 中 的 思 和 风 思 

实 为 同一 人 ,他 也 就 是 《器 射 匆 墓志 ?所 说 的 “ 父 认 悉 "。 但 

《 史 射 匆 墓 志 》 说 他 “ 距 跤 年 发 , 庆 此 宦 途 ”5 表明 设 有 屋 

【1 《 陛 西 手册 ,41 页 底 社 过 33 册 ,97 一 9 页 。 

【2]】 《 北 图 55 册 ,162 页 区 资阳 站 册 ,.125 页 光 汇编 3545 页 。 

f 3 〗 陈 富 局 《 书 衣 才子 传 碌 洛 传 后 ?金明 志和 失 稿 初 编 》$ .上海 古籍 出 版 杜 .1980 

年 .281 页 。 参 看 向 达 《 唐 代 长 安 与 西 咸 文明 》、. 闷 束 , 三 联 书 抽 .1957 秆 . 

括 一 17 页 。 

[4] 有 《 辕 原 ?,69 页 。 

[5] 《固原 》, 近 页 。 

[6] 车 原 #,17 页 。 



过 官 。 甚 后 人 墓志 所 说 的 “ 酒 永 县 令 " , 当 属 追赠 性 质 。 市 

从 "京师 萨 宝 " 到 "京师 谭 词 萨 宝 ", 则 可 能 是 后 人 不 断 张 大 

的 结果 。 史 射 甸 一 家 自称 为 平凉 平 高 县 人 ,其 祖辈 多 被 扎 

赠 为 酒泉 ,张掖 其 令 ,或 许可 以 证 有 明 这 个 家 族 是 经 过 河西 走 

廊 而 到 平凉 落 卢 的 。 

张 捧 “~ 甘 州 

共 酒 虹 东 行 ,张掖 是 于 一 个 重镇 。 由 东 向 西 的 聚 特 商 

人 ,当然 会 在 此 驻足 。 

《 康 获 本 墓志 》 称 : 

羞 讳 敬 本 , 字 狗 宗 , 康 居 人 也 。 元 封 ( 前 110- 一 前 

105) 内 造 家 张掖 郡 。 菌 率 望 重 , 播 美 下 西 。 因 地 CC] ， 

派 流 不 绝 。 章 祖上 轩 , 周 甘 州 大 中 正 。 祖 仁 , 隋 上 柱 国 、 

左 属 卫 三 川 府 庚 扬 部 将 (1 

这 里 说 康 敬 本 祖上 从 西汉 时 就 来 到 张掖 郡 ,难以 和 其 他 史 

料 印证 。 但 说 他 们 从 很 早 就 迁居 到 这 里 ,应 当 是 设 有 问题 

的 。 康 敬 本 祖上 是 望 重 的 疯 师 ,其 东 来 张掖 ,应 当 不 只 一 

家 。 其 曾祖 赚 默 北周 时 任 甘 州 大 中 正 ,此 职 例 由 地 方 址 家 

豪族 担当 ,其 为 左右 甘 州 一 方 的 人 物 , 当 不 成 问题 。 由 此 可 

见 票 特 人 在 张 镍 的 势力 不 弱 。 又 《 安 剑 及 夫人 史 氏 董 志 

[上 《洛阳 3 生 山 ,1253 页 交汇 编 附 考 咎 册 ,No.7154& 汇 编 3530 页 。 按 :“* 昌 州 "， 

《 讶 ̀  编 硬 考 ?号 作 "十 州 " ,此 从 志 汇 编 $ 录 文 ,， 

和 Ti 



虹 三 甘 下 了 

称 ， 和 腹 讳 怀 , 宇 道 , 河 瑟 张 护 人 人 也。 曾祖 朝 前 , 周 任 壬 州 司 

己 。 [01 则 是 州 官 的 副手 。 正 是 由 于 票 特 人 在 甘 州 颇 有 势 

力 , 所 以 ,大 炎 士 二 年 (617) 疗 州 李 轨 上 是 兵 反 险 后 不 入 , 昔 州 

栗 特 明 人 首领 康 老 和 也 在 砚 年 起 兵 , 后 被 附 西戎 使 者 曹 天 
而 凡 [ 231 

和 人 唐 以 后 , 票 特 人 仍然 陆续 落 籍 封 州 。 如 《五 崇 俊 蓝 

志 盖 已 : 

府 君 五 氏 , 讳 岂 俊 , 字 孝 德 ,其 盛 族 徽 烈 , 家 谍 著 

项 。 府 君 以 曾 门 奉 使 ,至 自 西 域 . 害 家 于 素 , 今 为 张掖 

都 人 世 。 祖 读 宁 芬 ,本 国 大 首领 . 散 将 军 。 香 考 讳 思 

最 , 泾 州 [ 泾 ] 阳 府 左 果 表 [3 

石 尝 俊 以 虚 元 十 三 年 (797) 它 ,其 相 宁 芬 是 本 国 大 首领 , 父 

韭 人 唐 , 时 或 在 开元 天 宝 前 后 。 可 知 到 唐 朝 中 叶 , 甘 州 仍 是 

粟 特 人 所 选择 的 居 地 之 一 ,这 一 点 可 由 狐 国 收藏 的 敦煌 文 

书 4 唐 开元 二 十 一 年 (735) 张 掖 县 户籍 兴 Dx.3820 + Dx.3851 + 

Dx.11068) 证 明 。 该 户籍 记载 当地 居 二 受 田 四 至 时 , 担 到 草 

致 失 礁 !4} 是 典型 的 票 特 人 名 。 

《 史 订 避 蔓 志 》 称 :“ 甸 祖 尼 , 魏 章 订 大 萨 宝 . 张 掖 县 

令 。 (5 但 史 启 联 父 史 射 荔 的 《墓志 》 中 却说 “曾祖 妙 尼 、. 祖 

1 ] 《 噬 阳 她 有 婴 .31 页 ;交汇 篇 附 考 312 册 ,No.11371 江 编 3845 现 。 

【2] 邓 隋 上 书 》 卷 五 《 芝 帝 纪 3》 尽 究 治 通 鉴 $ 着 一 作 五 或 邱 元 年 七 月 条 。 人 参看 吴 玉 庚 

《六 州 好 特 胡 人 安 氏 家 族 研 究 》,297 现 。 

3]】 过 下 图 加 8 册 ;,129 页 生 此 京 巡 和 册 , 瑟 页 风 计 编 ?1892 页 必定 中 和 4 册 ,472 丙 。 

4]】 郑 必 俊 E 介 绍 让 开元 张掖 藉 残 卷 并 校 释 》,《 部 烃 此 车 稚 文 献 研 究 论 华 ? 第 2 

辑 , 北 坦 大 学 出 版 社 .1986 年 .503.607 页 。 

5] 有 团 厚 》, 的 页 。 



波 波 匿 ,并 什 本 国 , 俱 为 萨 裤 "1 流 波 匿 并 没 存 人 什 北 魏 ， 

说 明 疝 联 祖 尼 的 官 积 是 后 来 锯 赠 的 。 史 启 隐 曾祖 追 甘 为 张 

掖 县 令 ,透露 出 这 一 家 族 在 落 夭 上原 州 之 前 ,或 许 曾 在 张掖 居 

停 。 史 订 耽 "夫人 康 氏 , 革 州 张 技 人 也 。 父 阿 孩 , 隋 上 开 府 

右 第 卫 合 黎 府 鹰 场 邹 将 "- 121 史 词 隐 的 曾祖 昌 非 落 籍 入 州 

的 桶 特 人 , 相 他 却 刻 了 了 革 州 出 甘 的 康 氏 夫人 ,或 许 是 史 氏 在 

匡 州 停 居 的 说 明 。 

妇 一 个 落 籍 原 州 的 史 姓 家 族 , 则 确实 出 自 张掖 。《 史 索 

岩 墓 志 》 称 :… 公 讳 索 岩 , 字 元 贞 , 建 康 疙 桥 人 也 。 其 先 从 宽 ， 

因 家 原 州 。 "134《 史 道德 墓志 》 也 称 :… 公 讳 道德 , 字 万 安 ,其 

先 建 康 飞 桥 人 事 { 士 }。 远 祖 因 寅 ,来 徙 平 商 , 其 后 子孙 因 家 
融 , 艇 今 为 县 人 也 。 (41 经 过 罗 丰 先生 的 研究 , 己 经 明确 了 

以 下 事 科 ,这 里 的 建 康 , 非 指 六 朝 者 城建 康 ( 建 业 , 今 南京 )， 

而 是 指 河西 的 建 康 , 县 体位 于 甘 州 了 西 二 再 里 处 。 前 凉 张 骏 

设 郡 于 此 , 属 凉 州 。 目 朝 设 建 康 军 ,隶属 河西 节 度 使 。 罗 丰 

党 4 周 书 ' 史 字 传 jiE" 建 康 ( 圳 氏 [ 表 ] 氏 人 也 "发 高 昌 砖 集 》 记 

“ 建 康 史 祈 孝 ”, 以 及 《上 曙 唐 书 : 史 宪 诚 配 $ 记 “其 先 出 于 奚 虏 ， 

今 为 巡 武 建 康 人 ”, 认 为 他 们 都 是 原本 出 自 河 西 建 康 的 粟 特 

史 姓 后 裔 ,其 中 中 宇和 史 素 岩 先 人 之 迁徙 灵 武 . 乎 高 ,大 概 

是 北魏 太 迁 五 年 (439) 灭 北 凉 的 结果 155 这 -一 结论 ,可 以 

【1 《有 南 序 ?17 页 。 

上 3] 有 固原?》,71 页 ， 

[3] 有 回 厚 3.45 页 - 

【4 ] 《固原 》,93 一 94 页。 

[5 ] 《因原 #》,196 一 198 摧 ， 参 看 李 油 宾 上 5 史 道 德 族 周 县 中 国境 内 的 隔 武 拷 姓 》、 

才 中 央 民 族 学 院 学 报 ?1992 年 第 3 期 ,94 一 名 页 ;过 囊 宾 史 道 初 族 属 问题 髓 

乓 察 》 .其 祝 士 钟 得 先生 八 十 寿 展 学 术 论 文集 3》, 这 宁 上 大 学 出 版 社 ,1993 年 ， 

358 一 365 页 : 程 越 从 石刻 虫 料 看 人 华 票 特 人 的 没 化 ?3.23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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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 从 。 

既 有 胡 人 于 居 , 庶 当 有 胡 人 的 宗教 祭祀 中心, 但 中 书 强 

有 留 王 明确 的 记载 。 | 片 州 之 有 票 特 胡 人 所 建 的 只 和 村 ,或许 

可 以 从 以 下 吕 料 推 知 。 唐 人 张 区 扎 《 朝 野 念 载 》 郑 三 云 : 

凉 州 锻 神 祠 ,至 祈祷 日 ,只 主 以 铁 钙 从 客 上 钉 之 ， 

直 泣 腑 下 , 即 出 门 , 身 轻 若 飞 , 须 员 歼 百 里 ,至 西 只 神 前 

三 一 曲 即 却 , 至 旧 歼 所 ,万 拨 钉 ,无 所 损 。 丰 十 余 日 , 平 

复 如 初 。 莫 知 其 所 以 名 也 。 

武威 西 至 张掖 五 百 里 , 陈 国 灿 先 生 因 县 这 里 的 西 共 神 即 是 

指 张掖 的 检 寺 [1 其 说 不 无 道理 。 

武 成 “ 姑 威 7“ 凉 州 

河西 走廊 最 东 头 的 凉 州 武威 ,是 汉 唐 则 河 西 地 区 最 大 

的 军政 机 构 所 在 地 ,十 六 国 时 期 还 曾 作 过 前 凉 ,后 凉 . 北 头 

的 首都 , 唐 朝 则 把 统辖 整个 河西 地 区 的 河西 节 度 使 驻地 设 

在 凉 州 。 唐 初 经 行 此 地 的 玄 装 ,有 “ 凉 州 为 河西 都 会 , 襟 带 

西 忒 . 营 右 诸 国 , 商 侣 往来 ,无 有 停 绝 " 的 恰当 描述 [2 

这 里 必然 是 东 往 西 归 的 票 特 人 经 行 住 止 的 地 方 。 早 在 

三 国 时 , 罚 汉 建 兴 五 第 (227) 诸 葛 亮 率 军 北伐 , 罚 主 刘禅 下 

[1 ] 了 国 灿 《 入 开 至 聊 唐 河西 二 人 的 府 导 与 火 只 教 》 ,西北 民族 研究 ?1988 年 第 

1 期 ,208 页 ， 

{2] 划 立 . 夭 惊 大 枇 愿 赤 六 上 渤 是 传 9》 中 全 书局 ,1983 年 .1 页 。 



语 称 … 凉 州 诸 国 上 各 遗 月 支 . 康 居 明 候 支 语 . 康 植 等 二 十 余 

人 诺 受 节 度 . 大 军 北 出 , 便 欲 率 将 兵 臣 , 奋 蕊 先 怠 。 111 六 

州 刺 更 当 时 庚 管 和 崔 以 东 的 两 二 谱 国事 务 ,但 月 支 . 康 居 痢 

在 蒋 岭 以 此 ,所 以 马 认 先生 认为 “ 良 书 由 的 月 支 . 康 居 交 候 

当 指 月 到 . 康 居 机 大 侨居 忒 岭 以 东 渚 同 而 受 圭 为 候 者 "12 

但 能 够 接应 诸 蔓 亮 人 医 的" 环 州 诸 同 下 ”, 席 当 距 滁州 不 近 。 

从 当时 小 月 氏 的 分 布 米 看 ,这 中 的 月 支 胡 候 支 富 “应 是 小 月 

氏 在 凉 州 “ 带 的 部 落 商 长 之 一 " :31 与 之 并 殉 的 康 居 胡 候 

康 植 .也 应 当 是 居住 在 凉 州 附 近 的 票 特 询 人 集团 首领 4) 

还 值得 指出 的 是 ,诸葛亮 这 次 北伐 的 年 份 , 正 是 上 述 k 三 肝 

志 ' 魏 书 ' 仓 莫 传 ?所 记 票 特 胡 人 活 茎 在 河西 走廊 的 年 代 。 

语 书 使 我 们 得 知 凉 州 一 带 的 桶 特 胡 人 ,有 自己 的 武装 和 首 

领 , 他 们 应 当 生 活 在 一 个 白 治 的 聚落 中 。 

上 上面 担 到 过 的 敦煌 长 城 烽 妨 下面 所 发 现 的 票 特 文 古 信 

札 ,正好 可 以 和 上 上述 语 书 的 记 懈 相 印 证 ， 在 这 批 残 信 札 中 ， 

第 五 封 信 杞 说 到 该 信 的 发 送 地 是 ktc'a 姑 藏 ) [5 表明 凉 州 

是 这 批 四 世纪 初 在 中 国 经 营 东 西 贸 易 的 聚 特 人 的 大 本 营 。 

这 一 点 和 汉文 史籍 的 记载 是 相互 吻合 的 。《 北 史 》 卷 九 廿 

《西域 传 ?村 特 国 条 记 : “其 国 商 人 先 志 许 凉 土 贩 货 ,及 魏 克 

姑 幅 (439 年 ) , 悉 见 掠 。 文 成 初 (452 年 后 不 久 ), 票 特 王 直 

[1 三 国志 #》 着 二 汪 《 吕 书 -后 主 传 3? 翡 福 广 31X 诸 药 亮 集 ?。 

【2 马 共 《西域 史 地 文物 内 考 》. 5 页。 

[ 3 〗 荣 新 江 & 小 月 氏 考 ?中 亚 学 刊 3 第 3 每 ,中 华 书 局 ,1990 年 ,55 页 。 

[ 4 ]】 陈 国 灿 《 魏 亚 至 峙 唐 河 西 刘 人 的 旭 居 与 火 居 教 $，199 页 ; 吴 玉 中 《 剑 州 要 特 

胡 人 实 氏 家 族 荆 究 ?,303 页 。 

【5 ] 本，Sums 一 到 iiiama “上 Sogdian Greeting”，Corofla Franicz ，ed、E 所 Emmaer- 

je 癌 帮 ， 双 pber，FrankRat am Wain，1991，pp.136- 187; 际 国 类 [《 狐 晋 至 隆 庚 

河西 衣 人 的 和 居 与 火 吓 载 》 ,12 一 13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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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 请 赎 之 , 良 听 雹 。 可 见 , 北 歼 天 北 头 时 , 掠 走 了 大 批 标 特 

商 胡 ,把 他 们 安置 在 平 贼 及 其 附近 地 区 。 票 特 王 赎 出 的 栗 

特 人 ,是 同 到 演 十 ; 偿 是 只 是 贱 身 : 史 文 过 简 , 不 能 明了 ,人 也 

从 唐 朝 的 守 料 可 以 浇 楚 地 知道 , 疗 州 的 栗 竺 人 不 仅 设 有 擦 

净 , 而 日 还 不 断 有 新 人 到 来 。 

《 康 续 蔓 志 》 称 :” 公 讳 绕 , 宁 善 ,河南 人 也 。 音 西周 启 

诈 , 康 圭 计时 圣 之 其 ;东晋 失 国 , 康 国 跨 全 闵 之 地 。 控 统 飞 

锁 , 电 万 骑 于 金城 ;月 满 小 惊 , 尽 干 营 于 沙 塞 。 举 营 岩 而 人 

款 , 窜 驾 侯 干 : 爱 昔 二 而 开封 , 业 传 枝 怖 。 徊 祖 德 , 齐 任 凉 判 

都 督 。 福 迁 , 齐 任 京 赋 府 大 前 督 。 父 基 , 皇 电 任 左 屯 卫 衣 

刁 。 "7 康 纺 祖 上 当 是 康 国之 大 姓 , 人 华 后 号 称 势 力 “ 跨 全 

凉 之 地 ”, 显然 是 夸张 之 词 .但 也 表明 西晋 灭亡 后 ,北方 群雄 

争 寸 之 时 ,给 票 特 人 的 活动 创造 了 时 机 。 康 续 甸 祖 为 党 州 

都 营 ,表明 他 是 广义 凉 州 的 桶 特 首领 。 

《安信 节 摹 志 》 称 : " 君 讳 令 竹 , 字 令 节 , 先 武威 关 疾 人 ， 

出 自 安息 国 , 王 字 人 侍 于 没 , 因 和 而 家 釉 。 感 后 魏 . 周 、 隋 , 什 

于 京 洛 , 故 今 为 圈 州 宜 禄 人 也 。 [21 陈 国 旭 先生 据 此 认为 ， 

在 北 秽 以 前 , 安 氏 就 已 居于 站 减 。L3 ] 与 安 令 节 一 家 相同 的 

还 有 安神 位 。 《安神 全 募 志 》 称 :看 讳 神 例 , 河 南 新 安 人 也 。 

原 夫 歇 律 命 系 , 牧 迹 姑 内 。 因 十 分 枝 , 建 旗 强 魏 ."(41 这 一 

家 也 是 在 北魏 时 从 姑 减 迁 到 河南 新 安 的 。 在 北朝 时 从 凉 州 

1 1] 长 比 图 316 丧 ,108 页 六 泣 则 36 央 ,43 政和 让 纺 附 考 妇 册 ,No.g851 汇 编 3658 

页 和 { 补 远 和 3 册 ,448 一 449 页 。 

{ 2 ] 《 北 图 ?20 其 ,5 页 过 北大 31 册 ,109 下 :区 i- 编 附 考 314 册 ,Ne.1383 生 汇编》 

1045 页 ji 补 址 妆 遇 . 隔 一 37 上 页。 

【3 】 陈 国 规 & 魏 到 译 隐 唐 河西 明 人 的 聚居 与 火 鲍 闵 ?，201 区 

【4 《下 赂 316 抽 ,23 页 委 洛 几 站 寺 ,51 页 考 辑 绳 3364 页 和 汇编 附 考 310 册 , No. 

901 放 汇编 3669 页 1 补 过 涪 册 .449 页 ， 



东 迁 洛阳 的 还 有 安 延 .和 何 摩 启 . 康 留 买 . 康 磨 伽 等 ,其 原本 都 

是 武威 人 ;后 因 福 了 上 上 任 武 职 而 东 迁 洛阳 。 如 k 安 延 翡 志 》 所 

记 :… 竹 谢 延 , 字 贵 薛 ,河西 武威 人 也 。 闪 源 衫 沼 , 浪 发 屁 峰 ; 

上 蔓 术 和 森 崩 , 华 吾 税 石 。 牙 银 蓄 而 得 俊 ,〖 白 羽 调 称 礁 。 故 得 

地 所 西 豪 , 央 家 洛 俊 ( 泌 )， 福 真 健 ,后 周 大 都 督 。 父 比 泉 ， 

乡 上 仪 同 平 南 将 军 。[ 安 延 ] 以 永 徽 四 年 (653) 四 上 月 七 日 终 

于 和 对 艇 里 秘 第 ,春秋 八 十 四 。 (11 

当然 , 上 公 唐 井 .、-- 直 有 - 些 紧 特 家 旗 泣 厅 离开 忆 威 ， 

如 武威 出 二 的 4 康 阿达 墓志 》 称 :… 公 讲 阿 达 , 西 域 康 国人 也 。 

祖 技法 , 梁 使 持 节 又 骑 大 将 军 ,并 府 仪 同一 可 ,党 甘 质 一 州 

诸 军 事 .六 州 萨 保 。 当 官 处 仁 , 水 简 元 以 近 其 怀 ; 处 逝 公 途 ， 

石 席 不 之 方 其 志 。 褒 赠 武 威 太 宁 。 父 此 项 , 同 葬 安 乐 

早 : ”21 康 披 达 尽 阅 州 阳 保 身份 调 接 受 表 朝 梁 的 官职 . 陈 

赎 灿 先生 推测 在 梁 半 大 通 年 加 (529 - 534), 共 B 让 当 阔 新 

来 叶 ,东西 两 股 势力 相 半 征战 ,无 力 控 制 河 西 53 

肯 于 子孙 在 唐 间 履 立 功勋 ,有 关 武 威 的 安 兴 责 . 安 休 1 

一 族 的 史料 保存 较 和 多 ,修真 伪 港 困 。 笔 都 曾 针 对 富安 部 
(A .Forte) 教 授 《4 质 子安 此 高 及 其 后 商 》 一 书 关 于 武威 安 姓 为 

安 世 高 后 代 的 看 法 :14 扎 《 安 地 高 与 武威 安 姓 }》 一 文 , 认 为 

臣 威 安 氏 来 哲 标 特地 区 的 安国 ,与 出 身 安 和 让 民 的 王子 安 直 

-1 有 北周 $t2 骨 ,87 页 这 济 阳 ?6 对,5 亚 表 沪 蚁 附 痊 》3 淅 ,no 2221 拒 编 》180 

真 径 让 这 反 朋 ,3328 皮 ， 戎 百 何 . 编 3670.09d4 .Hi2 页。 

[2 ] 《江恩 9124 身 

[ 3】 眶 国 灿 《 魏 中 至 降 唐 河 疯 明 具 的 庶 居 4 类 钰 煤 》，205 页 。 

1 4 二、 Fnte，7e Pstege dm Seo mn WPrimg ，Kyoto，199，pP.1 -633 二 

由 rm “Rawabara "s 限 jsjeading Thesia up Bathara and the Family Name An 安 ”， 

Jpmel 可 e 和 arrirar firrtadl Soriety 业 1 和 ,4，19956，pp.545 - 652.， 答 看 柔 怕 

畦 藏 & 蔡 原 鸭 藏 合集 ? 东 了 着 ,和 东 真 ,1987 第 ,314 一 346 页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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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 无 处 5[!1 吴 玉 贵 先 牛 也 撰写 了 《 凉 州 栗 特 胡 人 安 氏家 族 

研究 少 ,对 这 一 家 族 的 在 关 史 料 做 了 通盘 的 解说 和 辨析 ! 

以 下 只 就 能 够 反映 党 州 聚落 的 史料 , 略 如 论说 。 

《元 和 姓 移 ? 辑 机 “ 安 姓 " 下 “ 姑 践 癌 州 "条 记 : 

后 魏 安 难 陀 至 孙 描 层 罗 , 代 居 凉 州 ,为 萨 案 。 生 兴 

《新 唐 书 》 着 七 十 五 下 《 宁 相 世系 表 》 也 记载 : 

后 魏 有 难 陀 。 孙 绩 区 田 , 闽 、 障 间 , 居 凉 州 武威 为 

萨 室 。 生 兴 贵 . 修 仁 。 至 抱 玉 , 赐 姓 李 。 

排除 后 来 修志 的 附会 ,这 个 “ 妨 水 ( 阿 姆 河 ) 导 源 "(《 安 元 寿 
墓志 》 领 词 ; ,也 即 出 身 栗 特 地 区 的 家 族 ,上 应当 是 从 北魏 叶 开 
始 成 为 凉 州 胡 人 首领 的 。 考 虑 到 康 阿达 祖 拨 达 也 曾 在 西 瑶 
叶 任 凉 州 萨 宝 , 叮 知 凉 州 胡 人 聚落 不 只 一 处 ,而 安 姓 或 许 是 

其 中 一 个 涌 落 的 贾 宝 。 根 据 隋 未 肩 初 安 兴 贵 . 修 仁兄 弟 在 
膏 州 李 轨 政权 的 兴亡 中 所 起 的 作用 ,可 以 罕见 这 个 以 安 姓 
为 首领 的 胡 人 聚落 的 势力 非 同 一 般 。 路 断 帝 大 业 十 二 年 
《617) ,“【 安 ] 修 仁 夜 率 诸 胡 人 内 吾 城 , 建 旗 大 呼 ,[ 李 ] 红 于 

[1 1] 荣 新 汇 & 安 志 商 与 起 威 安 姓 一 评 ! 顺 子安 忆 商 及 其 后 毅 阔 , 蕊 时 鉴 所 # 东 

西 交流 伦 麻 }, 上 海 文艺 出 版 村 .1998 年 ,366--379 页 ， 实 际 上 澡 左 钳 《 西域 

南 诲 史 地 竹 让 论著 扎 辑 ,北京 ,中 华 书 网 ,19s7 年 ,151 和 揣 对 《新 唐 书 -宰相 

世系 开 $ 造 大 之 混 配 已 有 明确 的 办 本 。 

1 2 ] 吴 上 《 流 州 票 特 明 人 安 氏 家 族 研 究 3》，295 一 38 丙 ， 



城下 聚众 应 之 "4 由 此 建立 了 凉 州 李 轨 政权 。 而 安 俱全 

部 下 的 "“ 诸 胡 种 落 繁 七 " ,引起 李 轨 等 的 恬 虑 。 唐 朝 建 立 后 ， 

全 在 长 安 的 安 修 { 多 安 兴 此 主 动 前 往 凉 州 招降 李 轨 ,结果 

下 到 拒 纵 , 安 兴 贰 兄弟 “ 引 诸 胡 姑 超 攻 图 轨 "” ,很 快活 所 李 

轨 ,将 竣 州 拱手 献 给 唐 朝 , 忒 威 安 氏 也 由 此 在 唐 彰 获得 显赫 

地 位 。 安 兴 贵 子 挛 元 寿 ,在 唐 太 宗 . 岗 宗 对 东西 宽 太 的 战争 

中 压 立 战功 ,位 至 右 威 工 将 军 , 永 沾 二 年 (683)? 亲 于 东 都 , 特 

令 陪葬 腿 陵 ! 2 安 兴 贵 曾 孙 安 出 敬 , 并 元 于 四 年 (726) 卒 

于 部 州都 藻 任 上 ,次 年 归 大 于 凉 州 先 鞋 534 这 个 家 族 中 的 

许多 大 虽然 出 仁 唐 翩 , 但 仍然 维持 着 闵 州 的 祖 业 。 直 到 安 

禄 出 摄 乱 , 安 忠 敬 了 于 安 重 璋 于 至 德 二 载 (757) 资 改 李 姓 , 并 

荐 籍 京 兆 ,加 之 安 忠 之 续 后 , 凉 州 油 人 此 苍 , 这 个 安 氏 家 族 

才 与 凉 州 脱离 关系 [41 

臣 威 安 氏 是 典型 的 栗 特 襄 蓝 首领 ,他 们 历代 志 系 为 萨 

宝 ,统辖 请 胡 种 落 ,左右 凉 州 政 局 。 凉 州 安 姓 为 当地 大 族 ， 

当然 不 只 安 礁 陀 一 系 。 上 举 安信 节 ,安神 恺 . 安 延 ,也 是 出 

身 武威 的 安 姓 人 干 。 另 外 还 有 《 李 国 珍 幕 志 》 所 记 人 公 将 门 

令 族 . 本 姓 安 氏 . 讳 时 , 字 旱 .武威 郡 人 也 .05 安 玄关 墓 

志 》 记 :… 公 讳 玄 关 , 字 子 远 ,其 先 武 威 人 人 也。 161 

[1 IIH 娃 书 》 郊 五 王 g 村 轨 传 3 

[2 ] 改过 元 寿 甘 击 》， 院 西 33 了 ,98 页 罗 相 得 9 册 ,6 一 的 页。 参看 呵 陕 降 物 

馆 # 庙 实 匹 大 夫 妇 划 发 揭 简报 ?》, 扑 产物 $1988 年 第 12 期 ,37 一 49 页 : 陈 志 谦 

才 宕 元 春 硫 天 和 型 氏 蓝 志 考 述 ?》 必 交 博 》1989 年 第 2 期 ,5 一 引 页 。 按 : 陈 立 

注意 到 映 水 为 阿 姆 向 ,但 对 安息 解说 有 误 。 

【3 】 张 说 t 河 西 节 麻 刚 天 使 部 州都 叔 安 公 神 道 碑 》. 载 & 广 此 英 华 ? 郑 刀 一 七 区 张 

说 之 交集 4 着 一 六 和 全 良 文 3》 痊 二 一 侣 。 

[4 ]】 以 上 详 允 吴 玉 和 幅 《 琼 州 曲 特 胡 人 人 安 针 家族 研究 ?295 一 338 页。 

【5 了 《 陕 占 旭 册 ,5 页 玖 补遗 江 册 .30 页 ， 

[ 扣 ] 考 此 坟 委 册 ,1S8 页 这 补 各 $7 页 ,553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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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于 疗 州 为 骨 人 聚落 集中 地 区 , 除 安 姓 外 ,还 有 上 举 康 

续 . 康 阿达 等 。 又 必 曹 弘 立 及 夫人 石 氏 墓志 》 记 :夫人 武威 

石 氏 , 代 获 球 产 , 门 伟 余 康 01 此外,《 罗 艇 牛 墓志 》 称 : 

“ 祖 朋 省, 门 任 泰州 都 督 , 谥 口 盘 利 公 2 站 和 即 盘 条 ,为 

注 州 属 具 ,或许 册 氏 先 人 也 贡 在 此 居 作 ,所 以 才 被 凡 为 盘 和 

公 。 

大良 以后, 头 州 栗 特 硼 人 势必 也 没有 减弱 。 天 宝 十 四 

载 (755) , 安 禄 山 在 河北 发 动 频 乱 。 至 德 二 载 (757) ,武威 玫 

姓 商 胡 安 门 物 与 河西 兵 马 使 盖 庭 伦 聚 众 六 万 ,联手 类 乱 。 

史 称 " 式 威 大 城 之 中 ,小 城 有 七 , 胡 据 其 丘 , 二 城 坚 守 " [31 

类 乱 昌 然 很 快 就 被 平定 ,但 说 明 声 到 唐 朝 中 时, 武威 的 票 特 

大 仍 是 当地 强大 的 执 尹 之 一 。 而 这 次 关 乱 是 由 一 个 栗 特 商 

研 为 首 的 ,似乎 更 值得 我 们 深思 。 

凉 州 为 河西 较 大 的 粟 煌 明 人 到 落 所 在 ,当然 应 当 有 有 胡 

人 信奉 的 只 神 晒 。 上 面 " 张 掖 "条 引 《 朝 野 念 载 》 卷 三 , 记 凉 

州 旗 神 祠 的 只 主 故事 ,是 其 确证 。 

高 平平 高 / 原 州 

上 由 疗 州 向 东 , 通 向 北朝 隋唐 首都 长 安 .洛阳 的 最 便捷 的 

[1] 《北大 委 册 ,152 页 二 汇编 92450 页 风 补 坦 殷 了 遇 ,149 和 抽 ， 
[21《 北 图 ?16 册 .14 页 : 咨 卫 36 贡 ,46 页 ;汇编 坠 考 哲 有 册 ,No.891;8 访 编 3662 

页 旗 衬 过 ?2 册 ,274 页 - 

[ 3 ] 《 资 治 通 坚 ? 卷 二 一 筷 。 佑 看 棋 弃 蕊 ( 柔 原 刁 荐 全 集 》 第 2 郑 ，332 页 ;E. 

人 .Paleyblank “各 Sogdisan Caolony in Inner Mongoia"”，p.323，n;， 吴 玉 供 环 州 

复 特 明 人 人 安 成 家 旋 研 究 》.306 区 。 



路 ,是 经 过 了 原 州 的 丝 路 十 道 。 由 于 近年 册 原 地 区 的 考古 发 

” 握 , 使 我 们 对 票 特 人 在 这 里 的 活动 有 了 深刻 的 认识 。 此 前 

已 有 两 个 家 族 的 六 许 莫 苦 被 发 据 出 来 。 

《 史 射 剑 幕 志 》 称 : 公 讳 射 匆 , 字 艇 陀 ,平凉 平 高 人 

也 其 先 出 自 焉 周 。 曾 扩 妙 尼 ,. 祖 波 证 虑 ,并 什 本 国 , 俱 

为 萨 宝 。 贫 认 称 ,号 嘴 和 任 发 ,外 此 宦 途 。 公 动 而 明 茹 ,风情 

赛 虱 , 趣 悍 盖世 ,勇力 绝 人 。 保 定 四 年 (4364) ,从 署 葛 公 东 

讨 。……… [大 籽 ] 到 年 [609) 二 月 十 四 日 , 避 锋 蔓 于 私 第 ,时 

年 六 十 有 从 -。 邵 以 六 年 太岁 庚午 正月 次 记 闻 二 二 日 甲 让 ， 

芋 于 平凉 郡 之 咸阳 多 贤 良 蛙 .40 又 《中 订 联 墓志 》 称 :“ 告 

讳 启 耽 , 字 说 ,永州 平 高 县 人 ,中 国王 之 苗 怖 也 。 (2 这 一 

家 出 身 育 特 史 国人 《中 射 甸 墓志 》 设 有 直接 说 到 这 一 家 落 夭 

平凉 的 时 间 ,从 上 下文 来 看 ,应当 是 从 射 甸 父 非 开始 的 。 而 

从 史 射 甸 初 人 仁 北 周 的 年 代 , 或 可 推测 其 家 东 迁 的 时 间 妆 

在 北魏 末年 5 

出 自 另 一 史 姓 人 家 的 4 史 索 崖 墓志 》 称 :“ 公 讳 素 贿 , 字 

元 贞 , 建 康 飞檐 人 人 也， 其 党 从 宦 , 央 家 原 州 。" [4 如 上 所 

述 ,这 一 家 族 庶 当 旦 从 河西 张掖 东 迁 来 的 ,原因 虽然 是 因 做 

官 而 落 夭 , 但 也 是 循 着 票 特 人 东 迁 的 正常 路 线 。 

这 两 个 票 特 家 族 主 要 成 员 从 北 牧 .北周 时 开始 步 人 住 

途 , 所 以 不 是 以 栗 特 商 团 东 迁 而 形成 聚落 的 方式 来 落 籍 平 

[1 《固原 》 9-- 坦 页 。 关 于 射 妃 架 陀 的 了 特 原 误 ,有 见 了 . Yoshida，“Rtview 可 允 . 

Sirmne 一 双 jliana 。Aogtfian mL cer Farliar ipscriptions 可 必 e Diper his 天 ， 

了 -391 . 

【2 《 国 原 》, 9 页 。 

[3] 轴 卡 认为 “中 射 务 宜 香 入 局 中 国 的 年 伐 当 在 北 瑶 中 期 ", 见 《 固 原 》186 页 。 

但 & 莫 志 # 轨 说 其 曾祖 , 考 父 "并 人 竺 本 国 " .沿革 东 迁 。 

【4] 《固原 》,45 贞 - 

75 守 

泛 期 关 刘 案 瑟 全 汪 芥 泣 台 测 描 革 



凉 ,所 以 虽然 我 们 日 前 在 固 阅 比较 集中 地 找到 六 摩 材 特 幕 

更 ,但 还 不 能 因此 了 解 到 栗 特 人 在 这 里 是 告 有 和 像 河 具 ,西域 

那样 典型 的 聚落 ,只 是 得 知 这 两 个 家 族 倒 是 历代 聂 居于 此 

的 。 

长 安 

由 原 州 东 行 ,经 泾 州 .分 州 , 即 人 长 安 。 

长 安 是 西汉 王朝 的 首都 . 自 汉 武帝 时 张骞 通 西城 后 ， 
就 陆续 有 各 种 身份 的 西域 胡 人 来 到 长 安定 居 , 其 中 也 应 

当 包 括 从 粟 特 卫 区 来 的 借 人 、 商 但 等 。 西 汉 以 后 ,前 赵 .前 
秦 . 后 秦 西魏 、 北 周 都 曾 在 此 建部 。 隋 朝 在 汉 长 安 城 东 南 
建 大 兴 城 ,作为 新 都 城 。 唐 朝 改 名 为 长 安 城 。 这 里 一 直 是 
胡 人 聚集 之 地 , 而 其 中 票 特 人 的 东 来 , 则 以 唐朝时 为 最 
盛 。 

十 六 国 ,北朝 时 ,长 安 下 其 周边 记 经 有 一 些 粟 特 人 阳 族 
而 居 。《 梁 书 》 卷 一 八 《 康 纶 传 ?3 记 :“ 康 绚 字 长 明 , 华 山 蓝 四 
入 也 。 其 先 出 自 康 居 。 初 , 汉 置 都 护 , 尽 臣 西 域 , 康 居 亦 遭 
侍 子 , 待 诏 于 河西 , 因 留 为 黔 首 ,其 后 即 以 康 为 姓 。 晋 时 陀 
右 乱 , 康 氏 迁 于 蓝田 。 绚 曾祖 因为 荷 坚 太子 久 事 , 生 穆 。 稳 
为 姚 薛 河 南 五 。 宋 永 初 中 , 穆 举 乡 族 荆 于 余 家 人 训 阳 之 电 
南 , 宋 为 冒 华 则 郡 蓝田 县 。" 康 多 一 族 出 自 粟 特 , 经 河西 地 区 
而 于 西晋 时 迁 到 蓝 由 。 刘 宋 永 初 年 间 (420 - 422) 南 迁 训 
阳 。 其 族 动 辑 三 千 余 家 ,可见 其 家 族 主要 成 员 虽 然 早 已 人 

仕 ,但 其 察 族 仍 以 桶 特 人 的 方式 聚 族 而 居 。 蓝 田 为 当时 票 
特 和 人 聚集 之 地 ，《 晋 . 书 》 卷 一 一 人 心 姚 兴 载 记 》 下 称 * 扬 武安 乡 



俊 康 宣 驶 略 搬 诬 原 压 . 胡 数 百 家 奔 上 洛 " ,所 诽 原 即 在 蓝田 

县 4 及 必 宋 | 阔 卷 四 八 傅 约 之 传 ? 记 刘 裕 并 线 人 关 灭 后 

秦 时 , 傅 纪 之 等 “ 进 据 蓝 上 着 , 招 怀 戒 . 晋 ,至 人 庞 汪 之 、 戴 养 ， 

胡 人 康 横 等 ,各 率 部 落 归 化 " .也 说 明 当 好 票 特 胡 人 是 生活 

在 部 落 蛙 的 5 

前 秦 建 元 一 全 (367) 立 《 邓 太 尉 祠 碑 》 记 前 秦汉 谢 护 军 

所 统 诸 部 藩 中 ,有 ” 栗 特 " ,证 明 当 时 渭 北 地 区 有 票 特 部 落 活 

动 131《 魏 书 ? 卷 四 一 《 源 子 雍 传 》 记 :“ 贼 帅康 维 摩 拥 率 羌 、 

胡 ,和 守 锯 谷 ( 在 同 州 韩 堪 上 县) , 断 旺 党 轿 , 子 秦 与 交 成 ,大 厂 

之 。 (141 说 明康 绚 一 族 迁 走 后 , 仍 有 栗 特 胡 芮 率 众 在 渭 北 

地 区 活动 。 

隋 末 唐 初 ,关中 的 栗 竺 势力 也 曾 拥 兵 自 保 。 如 西域 商 

胡 何 潘 仁 聚众 于 天 人 竹 园 ,京师 大 侠 史 万 宝 等 人 圭 县 南山 起 

兵 , 后 均 归 这 名 部 下 [5 

和 人 唐 以 后 ,长安 成 为 票 特 商 人 集中 的 地 方 , 也 是 栗 特 来 

华 的 使 臣 、 质子 以 及 随 突 原 投 降 的 部 落 首 领子 弟 定居 之 

地 ,加 上 前 来 传播 证 教 .佛教 . 景 教 . 摩 尼 教 的 僧 徒 信 士 ,长 

安 成 为 粟 特 和 人 在 华 最 重要 的 聚集 地 之 一 。 

唐 太 宗 贞 观 四 年 (630) 灭 东 罕 厥 汗 国 , 颜 利 可 省 率 众 十 

[ 1] 见 & 本 平 赛 字 记 3 着 二 六 . 

f>] 大 看 诗 长 也 !( 吕 可 杂 蛆 考 》 ,4 魏 要 南北朝 史 论 处 》, 北 点 ,三 联 书店 ,1978 年 ， 

421 一 422 页 :- 

【3] 网 上 良 长 玛 立 ,422 页 ; 马 长 法 g 碑 箱 所 见 前 罕 至 了 南 初 的 关中 部 族 》, 北京 ， 

中 华 忆 局 ,1985 年 .22 页 ， 

[+4]】 阿 上 证 长 基文 ,422 页 ; 马 长 寿 立 , 邓 贞 。 

sj] 需 看 对 原 跨 弗 { 李 中 国 蕊 他 华 ?种 2 卷 ,340 页 ; 吴 五 吐 4 剖 州 材 特 胡 人 宏 氏 

寡 族 研究 $,296 一 297 页 ,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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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 降 唐 ，“ 片 人 居 长 安 音 万 有 余 家 "- :1] 由 于 东突 路 症 国 内 

有 不 少 票 特 人 ,因此 可 以 推测 人 居 长 安 者 ,也 有 桶 特 人 在 。 

李 至 还 《 店 维 州 刺史 安 修神 道 碑 # 记 :… 候 讳 附 国 , 共 先 出 自 

安 姑 ,以 国 为 姓 - 有 降 失 坚 ,中原 丘 何 。 突 原 乘 时 , 籍 雄 沙 

六 。 俊 祖 马 品 ,为 邓 利 时 发 。 父 助 放 .贞观 初 率 所 部 五 下 余 

和信 朝 , 语 置 维 州 , 即 以 盾 放 为 刺 史 。 贞 观 四 年 ,[ 附 国 ] 与 贫 

俱 许 网 下 ,时 年 -二 有 上 从。 太宗 见 而 掉 之 , 即 提 为 左 领 军 诗 

左 郧 将 。 安 内 国 随 其 公 于 贞观 四 年 人 朝 长 安 , 父 出 住 维 州 

刺 吕 , 商 附 国 在 朝 中 任 牢 职 。 大 约 显 庆 中 (656 - 661) ,其 父 

学 , 附 国 继任 维 州 刺史 !24 《 安 藻 莫 志 》 记 :其 先 安国 大 首 

领 , 酸 贸 奴 街 帐 , 玫 姓 归 [L ) 国 。 关 领 同 京介 五 唱 , 封 定 还 

将 军 , 首 领 如 故 。 曾 祖 证 . 己 ] 钵 达 二 ,让 讳 上 ] 系 利 [请 ]， 

背 时 逢 比 炙 上 南 二 , 牵 救 六 征 ,一 以 当 于 , 独 打 蜂 飞 之 众 , 领 衙 

帐 部 落 , 献 试 西 京 。 (31 安 营 兽 祖 各 宜 信 的 名 字 有 些 字 未 

刻 , 但 从 现存 的 文字 可 以 看 出 ,都 是 罕 磊 化 的 名 字 , 堆 明 他 

们 很 嘻 就 下 安国 进 人 罕有 部 落 ,但 他 们 份 世代 为 部 落 首领 。 

贞观 四 年 , 安 苗 或 其 父 “ 领 乔 帐 部 沙 ” ,随同 突 顾 降 众 而 人 长 

实 541 

长 安 作 为 唐 朝 痢 城 , 是 桶 特 各 国 使 压 和 质子 件 地 ,特别 

是 在 显 庆 二 人 年 (658 ) 唐 朝天 西 突 肪 计 国 后 ,在 粟 特 地 区 设立 

[ 1 ] 《 良 会 鉴 》 卷 七 二 . 

[2 ] 载 # 全 户 广 $ 郑 四 三 五 。 克 看 向 达 & 良 代 长 迪 与 西域 文明 ,1 夫 责 。 

{13] 全 绚 3444 页 赤 江 编 附 考 345 册 , Mo.14631 江 . 编 $1104- 一 1t05 页 ; 攻 补 中 34 

同 ,402 一 403 页 。 接 :文字 撕 图 上 政 阿 , 茧 曾祖 和 和 福 贫 的 癌 宁 ,原点 有 空 

学 未 刻 , 因 补缺 字符 号 ， 

[4] 赵 振 华 . 朱 亮 & 宏 华 扔 去 初 撞 》.《 中 原文 物 》1982 年 第 3 期 ,37 一 38 页 ; 张 广 

上 墟 车 代 六 胡 州 等 二 的 师 或 九 姓 ?;72 73 页 ;各 亚 广 达 #4 西 域 史 地 扣 隧 初 

编 ? ,254 一 255 和 页 。 



旦 麻 州 疗 , 票 特 各 国 的 宗 访 皮 转 归 上 直 果 , 桶 特使 车 来 往 下 为 

频 和 党。 而 叶 蒂 兴起 后 , 与 唐 刘 争 年 西 威 , 道 路 变通 不 畅 , 许 

客 使 提 运 留 不 归 , 这 也 是 大 批 票 特 人 留 居 长 安 的 原 国 之 -一 。 

《 米 继 基 早上 志 》 记 :共和 上 先 西域 米国 人 也 。 父 讳 突 骑 施 , 远 芒 

皇 化 .来 于 主谋 。 导 门 京师 , 永 通 国 好 。 特 拒 恩 宠 , 红 践 但 

床 , 折 尾 辅 国 天 将 衬 . 行 左 领军 卫 天 将 军 。 公 了 率 获 质子 , 身 

处 禁军 。 去 水 贞 元 年 (805) 九 月 片 -日 ,终于 本 泉 里 之 私 

第 ,春秋 几 上 上 二。 只 必 何 文 折 昔 志 》 反 入 公 木 何 国士 泵 

之 五 代 示 ,前 宜 以 永 徽 初 款 哮 来 质 , 附 于 王 庭 。 "121 表明 也 

是 因 人 和 人质 而 来 华 的 。 安 忠 乱 后 ,这些 逐 留 氏 安 的 胡 人 曾 给 

唐 朝 政 府 增 加 很 天 的 经 济 负担 .《 资 治 通 鉴 }》 卷 二 三 二 德 宗 

上 真 元 三 年 1787)- 瑟 月 条 这， 

初 , 河 , 跪 妍 没 辣 吐 巷 , 自 天 宝 以 来 ,安西 , 北 许 奏 

事 及 西域 使 人 在 长 安 者 , 归 路 既 绝 ,人 马 必 他 给 干 鸿 

肪 ,礼宾 委 府 、 有 具 供 之 ,于 度 支 爱 直 。 度 支 不 时 付 直 ,长 

安 市 肆 不 胜 其 闯 。 李 这 知 衣 客 留 长 安 久 者 ,或 四 十 余 

年 , 尼 有 春子 , 买 田 宅 , 沧 质 可 利 ,安居 不 向 归 , 命 检 括 

胡 客 有 臣 宅 者 停 其 给 。 凡 得 四 于 人 ,将 停 其 给 。 胡 客 

党 谐 政府 诉 之 , 浇 下 必 此 肾 从 来 衬 相 之 过 , 色 有 外 国 朝 

页 使 者 留 京师 数 十 全 不 匠 归 乎 ! 今 当 假 痢 辑 ,或 自 

海 遵 各 得 归 国 。 有 不 愿 归 , 当 于 瀣 肪 自 陈 , 授 以 职位 ， 

给 俱 译 为 入 臣 。 "于 是 胡 客 无 一 人 愿 归 者 , 淡 基 分 隶 神 

和 芝 两 军 , 王 子 . 使 者 为 散 兵 马 合 或 抑 乎 , 念 葵 为 享 , 禁 旅 

[1 芝 陕 是 拉 肌 ,5 页 过 补 站 和 3 册 ,tt 页 。 

[>2] 芭 有 陕西 中 册 ,07 页 :区 补 各 $1 册 ,283 虎 ， 

793 和 

避 贡 料 济 寞 出 站 六 葡 制 调 于 击 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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蔓 壮 。 鸿 驰 记 给 调 客 才 十 余人 ， 册 省 度 支线 五 十 万 恕 ， 

市 人 藤 喜 , 

可 匈 ,这 些 留 在 长 安 不 回 同 的 胡 客 ,-- 面 从 唐 朝 政 府 领取 供 

给 ,一 面 举 质 取 利 , 买 田 宅 , 刻 妻 生子 ,有 的 一 住 就 是 几 十 

年 。 丰 元 :年 一 次 检 括 ,就 有 四 于 人 .如上 早已 脱 籍 鸿 肪 的 

使 者 ,数量 当 更 为 可 观 。 米 继 芬 就 是 由 质子 而 被 编 人 神 策 

军 的 。 

桶 特 商 人 也 是 聚居 长 安 的 一 批 主要 的 聚 特 民众 。 址 和 鲁 

番 出 土 4 唐 西 州 高 时 县 上 安西 都 护 了 麻衣 稿 为 录 上 讯问 萌 梳 

上 山 诉 李 绍 说 两 造 辩 辞 事 》 ,记载 了 “ 风 是 京师 人 ”的 兴 大 萌 类 

延 与 汉人 李 绷 谨 局 行 到 西域 号 月 城 作 买卖 ,发 生 纠纷 ,类 延 

第 禄 山上 告 高 昌 县 ,引出 另外 两 位 作 过 保 人 的 兴 胡 曹 果 

种 草 毕 闭 ( 草 二 ) ,他 们 都 是 " 客 京师 ,有 家 门 在 "的 票 特 商 

胡 上 1 可 见 这 些 粟 特 商 人 虽然 客居 长 安 , 有 家 口 在 ,但 仍 

然 远 起 西域 号 月 城 其 诗 更 西 的 地 方 兴 苦 贸易 。 吐 鲁 番 出 土 

的 男 一 件 文 间 & 唐 垂 拱 元 年 (685) 康 义 罗 施 等 请 过 所 案卷 》， 

记 半 了 两 批 来 良 标 特 和 吐 火 罗 地 区 的 商 团 在 西 州 由 请 过 所 

的 情况 ,这 些 商 胡 "从 西 来 ,和 欲 向 东兴 易 ”, 并 说 到 "请 将 家 口 

人 京 "121 说 明 这 类 票 特 商 胡 不 断 东 来 ,并 且 带 着 家 口 人 居 

长 安 。 敦 粕 出土 $S.1344k4 开 元 户 部 格 ?》 毛 录 硬 拱 元 年 八 月 车 

从 日 救 云 :“ 诸 邦 商 衣 震 有 驰 和 逐 , 任 于 内 地 兴 易 .不 得 人 

《1] 有 中 任 语文 扩 》 合 ,242- 247 页 ;时 全 盏 文书》 贡 ，470 -479 页 。 关 于 华 志 

刊 宗 出 的 荣 特 语 诛 名 , 奢 在 飞 ，Yoahida， “Sogdian Miserlany TIT  ，b.2411 二 

著 夺 《Sino - Tamicy 3- 页 。 

【2] 8 从 六 立 -》 全 ,346 350 抽 秋 上 吐 苦 釉 充 李 》 瑟 .98 一 99 责 。 



蔓 。" (1 隔 角 寺 吉 对 这 类 西 来 的 商 胡 是 鼓励 的 。 

本 RE 了 下 
地 

长 安县 大 哆 获 陀 ,家 兴 贩 , 资 开 所 富 , 身 有 山 官 冤 

铺 届 , 其 轩 池 屋 生 、. 衣 叶 器 玩 、 家 公 侍 训 比 优 王 。 有 末 

弟 才 利 , 久 已 别 居 ,家 贫 壁 立 , 兄 亦 不 分 给 。 有 邻 人 康 

莫 鼻 , 借 衣 不 得 ,千言 速 法 起 事 。 五 服 愤 陈 , 用 别 章 些 

之 竹 ; 九 章 依 显 , 爱 建 上 下 之 仪 。 逃 陀 阅 由 

页 坚 , 族 望 卑贱 , 门 地 寒 微 。 侮 党 朝 章 , 维 斯 瘤 合 ， 

使 金玉 舌 何 ,无 骨 梁 、 堆 之 家 ; 绩 缤纷, 有 闹 田 、 > 

室 .。 梅 梁 桂 栋 .如 向 浮 空 : 绣 风 雕 胡 , 光 霞 八 目 。 歌 并 

舞女 , 纾 罗 容 以 惊 风 ;骑士 游 童 , 转 爹 革 而 中 日 。021 

这 里 虽然 不 克文 学 性 的 夸 饰 文字 ,但 正 反 映 了 唐人 眼中 划 

特 商 人 的 形象 ,他们 以 兴 贩 发财 ,资产 巨 灌 , 晶 设 有 唐人 夸 

法 的 族 望 .但 却 * 园 池 属 宇 .衣服 器 玩 . 家 俊 侍 兰 比 候 王 ”而 

瑟 重 利 轻 广 ,为 邻里 所 告 。 史 婆 了 及 其 弟 在 长 安 都 有 家 ,只 

是 一 富 -- 贫 。 而 邻居 康 莫 鼻 , 和 史 姓 兄弟 -- 样 ,都 是 典型 的 

栗 特 名字, 这 表明 票 特 人 在 长 安 互 为 邻里 ,集中 居住 的 情 

况 。 

除了 了 降 户 .使 者 .质子 .商人 外 ,当然 有 到 少 早已 人 居中 

国 并 作 宣 的 桶 特 人 ,也 轩 转 人 居 长 安 ; 也 有 的 是 因为 传教 或 

供职 教 坊 而 生活 在 长 安 ,但 这 类 人 或 则 居于 特别 的 寺院 ,或 

【 上] 齐 修 广 粗 焊 叶 鲁 副 唐 代 法 制 广 卡 考释 $ ,中华 书局 ,1989 秆 ,278 页 .. 

【2 同上 ,44 一 445 页， 矢 看 姜 悄 瘾 《 根 国 缆 特 形 窒 对 设 学 的 春 义 ,8 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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装着 煌 让 达 所 由 汪 冀 站 逆 丽 斤 二 



由 硬 妊 下 如 

AM 一 

半 

则 以 单 个 葬 特 人 的 角色 出 现 .不 扩 脆 票 特 人 存 长 安 的 素 居 

情况 , 夏 不 详 述 。 但 史料 表明 ,他 们 的 居 地 往往 以 类 机 聚 . 

而 条 活 谭 相 朵 或 相近 的 坊 里 中 。 现 将 史籍 、 碑 志 中 所 忆 酌 

特 人 所 居 长 安 坊 里 表 列 如 上 下 ( 换 下 珊 并 周 5) : 

昌林 时 上 站 个 

昌 让 问 

重 大 天 贞 由 也 

和] 了 

ED 
四 全 

站 司 旺 允 日 "| 
革 站 本 站 和 下 三口 品 
| 全 cj 
本 本 加 目 卓 轩 的 疝 区 外 

| EDIGHIIEIEIECET 
[Lo [好 | 区] 

局 馈 合 站 证 辣 尼 证 吕 旧 上 站 
图 5 郊 长 安 城内 票 特 人 分 布 图 

从 地 图 上 可 以 看 出 ,除了 居于 东 市 附近 道 政 . 亲 仁 坊 的 

亡 禄 山 , 胜 业 坊 的 康 阿 义 ,永乐 坊 的 康 志 达 : 崇 仁 坊 的 石 忠 

牙 , 兴 洒 坊 的 史 电 礼 , 通 化 坊 的 草 惠 琳 等 外 ,大 多 数 杰 特 人 

部 住 在 氏 安 是 市 附近 的 坊 里 中 , 紧 挨 是 市 的 醴泉 坊 最 多 , 布 

五 家 ,过 化 坊 家 ,怀远 一 家 , 崇 贤 -家 , 光 德 一 家 ,延寿 二 



家 , 冬 蜗 - :家 . 居 德 一 家 , 义 宁 -家 .人 金 焉 一 家 .普宁 家, 稍 

远 - :点 的 修 德 态 -家 : 

姓名 | 华 风 训 钙 | 地 上 出 处 | 
和 而 | 证 记 忠 | 《 国 原 971 页 加 

安 万 遂 “| 16s4 关 宁 坊 | 《 补 和 和 2 册 Fo angr | 

4 1 爹 城 护 | 各 纺 )444 只 1《 江 编 1105 页 | 
安全 关 “| 。 有 课 坊 | 增订 丙 总 坊 省 )207 页 
神 六 胡 me 怀远 昌 概 本 3 贡 107 页 ; :种 通 ) 时 40 页 | 

令 节 1 的 To | 本 课时 |( 北 网 ?20 册 6 页; 汇编)045 页 _ 

2 人 反 |720 | 人 《 卫 西 31 由 的 页 和 相 中 拉 抽 442 页 

萌 表 册 ”| | 7 届 德 日 | 人 六 训 行 和 上 上) 关 五 
| pz 五 课 里 |( 甘 西 3 册 110 页 i《 补 租 和 5 册 350 页 | 

史 轧 礼 | 77 14 | 到 全 了 1 由 J28 页 页 赤 补 遗 委 册 75 页 

米 陕 宝 1 65 1742 党 化 虹 |《 叶 代 长 安 与 西域 文明 392 页 
安 禄 山 1750 前 | 着 道 政 庆 |《 噶 订 雪琴 京城 坊 考 ?97 页 

安 很 山 “| 。 750 “| 下 芒 | 《增订 凋 两 家 城 护 考 ?97 页 
31 1754 | 侈 光 昌 人 候 西 ;1 册 141 页 M《 补 造 ) 出 %8 页 

5 17 酸 录 坊 《 屿 是 说 贡 150 页 ; 《补遗 委 册 107 页 页 

李 抱 王 “| 个 德 纺 | (增订 唐 卫 京城 坊 考 )176 责 
康 阿 义 “| 75 1764 胜 业 坊 《全 良 文 ) 着 三 四 

昔 惠 下 54 179 通化 里 | 4 《陕西 杂 册 159 页 ;《 补 性 册 209 页 页 

四 纵 14 | 天 德 于 |《 贱 耳 M 册 0 页 (补遗 季 册 加 页 

83 宫 

导 凋 普 知 麻 出 币 > 误 钴 请 己 增 洁 



灯 夯 身 对 十 

地 点 | 出 处 

03 下 化 里 《 耿 西 和 4 册 拓 页 必 梓 训 3 大 129 

[人 [9 页 ; Ci 拒 纺 11893 页 责 

7 延寿 亚 | (陕西 )4 册 107 页 ;《 补 壮 ;1 册 285 页 
柄 泉 | ( 匡 西 ) 册 生 页 ， :《 补 得 23 册 14 页 

| 永乐 里 | 陕西 4 册 85 页 必 补 得 当 册 431 页 
灶 人 里 |( 斤 图 930 册 呈 页 ;GT 编 )2086 责 

交 宁 里 | 《 阮 西 )4 册 107 现 放 补 往 ?1 打 284 页 

靖 蕉 里 《增订 唐 酚 京城 护 考 )149 页 

| 烷 既 态 | 6 二 订 汗 两 训 右 态 考 )196 一 197 页 

- 表 所 列 只 是 能 确 指 其 居 址 的 桶 特大 家 ,但 可 以 推断 

这 些 坊 里 还 牛 活 有 其 他 票 特 人 家 -长 安 票 特 人 集 居 的 地 区 

与 市 场 相近 , 正 说 明了 票 特 人 经 商 的 本性 。 而 这 些 居 住地 

又 和 栗 特 人 信仰 沁 拜 的 只 神 捅 礼 地 一 一 只 祠 重合 在 …- 起 ， 

更 能 说 明 这 些 坊 里 不 会 只 是 单个 的 粟 特 人 家 。 据 攻 证 ,长 

安 共 有 五 所 试 官 ,分 别 在 布 政 .醴泉 .普宁 、. 崇 化 、 靖 恭 

坊 (4 都 有 栗 特 衣 人 后 化 。 据 姚 宽 《 西 汪 从 语 》 卷 上 , 尝 化 

坊 之 有 斌 榈 可 以 上 潮 到 贞观 五 年 45631)， 右 传 法 称 护 何 禄 ， 

将 只 教 齐 阅 间 剖 "。 这 个 何 禄 当 是 票 特 传教 士 扰 疑 。 后 来 

居于 略 : : 坊 中 的 桶 蛙 人 有 时 作 米 萨 牢 者 , 晶 然 其 时 “ 萨 宝 ” 

[1 向 大 & 卫 代 长 安 与 上 申 域 文明 》 89 一 52 页 , 林 怖 殊 & 广 斯 拜 火 救 与 古 化 中 国 》， 

台 - 由 .新 实 丰 出 虎 公 司 ,1995 年 ,139 一 149 商 : 李 健 超 《& 章 订 南 了 酚 藉 央 坊 考 》， 

西 宏 , 三 药 出 版 社 ,1996 1 ,182.207 .2i9 .227 .149 雇 。 



已 经 兴 云 荣 特 聚 流 首 名 之 意 而 被 用 为 普通 人 各 ,但 也 证 吉 

出 这 个 米 家 或 许 与 该 坊 的 怀 祠 有 关 | 

长 安 是 诬 劲 首 玫 , 坊 电 的 管制 摄 为 疙 格 ， 和 六 庄 长 安 的 

聚 慰 人 当然 己 经 被 顷 为 唐山 户籍 .不 可 能 形成 一 个 完整 意 

义 上 的 辫 特 聚落 ,但 他 们 仍然 相 半 而 居 ,形成 一 个 个 相对 集 

中 的 居住 区 ,环绕 着 他 们 信 泰 的 鹤 神 ,也 环绕 着 他 们 兴 利 的 

市 场 。 

洛阳 

从 氏 安 到 沼 阳 , 右 便 于 行人 的 花道 相连 。 洛 阳 是 东汉 、 

曹 龟 .站 普 、. 北 各 的 都 城 ,也 是 汉代 以 来 西域 商人 争 相 前 往 

从 事 闹 易 活 动 的 一 个 重要 都 会 。 上 举 《 一 国志 ' 魏 书 - 仓 枇 

传 4 部 担 到 ”“ 签 记 洛 书 ,为 封 过 所 "。 而 西 普 末年 写成 的 票 特 

文 古 信 杞 ,也 提 到 前 往 洛 阳 (sr) 经 商 之 事 。 北 魏 孝 文帝 迁 

者 洛 研 后 ,洛阳 更 成 为 西 碟 胡 人 聚集 的 中 心 - 《洛阳 伯 蓝 

记 # 郑 三 记 :” 自 攻 岭 已 西 , 至 于 大 奉 , 百 国 千 城 ,莫不 款 附 。 

次 硼 贩 客 ,日 奔 蹇 下 。 所 谓 尽 天 地 之 区 已 。 东 中 国土 风 央 

而 宅 者 ,不 可 胜 数 。 是 以 附 化 之 民 ,万 有 余 察 。(21 这 些 来 

北 瑶 洗 阳 的 西域 商 调 中 , 自 有 不 少 票 特 商 人 。 

唐 商 实 显 庆 一 年 (657) ,以 洗 附 为 东 都 。 武 后 长 年 居住 

在 洛 下 ,这 里 更 成 为 唐 轴 的 政治 和 文化 中 心 。 人 居 洛 阳 的 

[ 1] 参 栖 应 达 k 调 代 工 客 与 两 姊 文 晨 $》, 只 页 ; 贡 上 正 哺 贡 朝 随 : 唐 伐 代 拉 仁 噩 

“ 萨 家 " 性 榜 普 屿 全 于 立 3.36 页 。 

f 2 疝 社 谨 ; 党 出 区 二 志 校 季 》 ,中华 记 局 ,1987 年 ,1 拉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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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 和 料 大 之 来 历 , 了 由 和 大 居 长 安 的 更 特 人 大 伍 相 同 ,经 商 . 入 

针 .出 使 .人 质 . 授 降 者 均 有 ,不 必 -… 一 列举 。 能 鱼 反 映 这 些 

票 特 人 在 将 卫 居 人 在 捕 沈 的 材料 ,是 裤 上 卫 出 芋 的 大 大 辣 志 利 

龙 万 石 窜 的 题记 铭刻 。 

岗 和 在 先 把 莫 志 和 忠 籍 中 反映 票 特 居 地 的 材料 表 列 如 下 

( 刀 匀 6): 

瑞 处 
| | 《增订 唐 丽 京 城 坊 考 )303 页 

| 4 条 强 )26 乒 ; 位 编 jg6 页 
| 章 善 时 《 北 图 ?35 册 162 页 ; 《人 江 编 j545 页 页 
共 敏 颈 
(尽量 ) 《 北 图 ?2 珊 37 页 交汇 编 3180 页 

《得 强 )169 页 多 《汇编 188 页 
| 束 善 下 | 下 《北国 14 册 80 页 :《 汇 编 385 页 

《 北 辐 ?33 册 5 页 ; ;汇编 j268 页 

1《 北 图 )13 出 131 页 亲 汇 编 9303 页 

《 业 图 旭 3 由 193 页 ;汇编 》336 页 

《 握 强 )309 页; 放 汇 编 3503 页 

| (洛阳 )5 而 109 页 ;《 赴 章 和 2 册 234 页 

《 北 图 y15 珊 162 页 多 汇编 %54s 直 

《负电 )330 页 ; 《汇编 3572 页 

《 扣 强 )338 页 ;汇编 2594 页 _ 
《汇编 3585 页 
《 北 图 916 肝 114 页 交汇 编 $663 页 

上 | 4 辑 强 ?364 页 ;汇编 3669 页 

| 《北欧 3216 册 122 页 乓 汇编 3670 页 

& 陵 两 委 朋 名 页 二 补 址 拉 抽 后 页 
《洛阳 和 册 21 真 交汇 编 9845 页 



出 处 

态 | 汪 了 册 21 责 5 汇 编 )845 一 946 页 
( 录 作 广 信 坊 ) 

| 妃 硕 里 |4 北 图 》18 册 33 页 汇 编 )669 页 
昌 和 防 1 加 顷 )444 页 : 红 - 编 1t05 页 

| 人 化 思 》23 笛 128 页 这 条 : 编 》1433 页 

杰 里 《 尼 网 )24 关 127 页 到 让 编 》1511 黄 
， 749 柱状 坊 《 北 图 》26 册 了 页 久 汇 编 》1634 页 

1{ 康 公 大 人 ) 
- -一 1 一 - 一 一 

办 虎 靖 让 | 《 辑 强 9572 页 

傣 上 表 不 难看 出 , 标 特 人 在 洛 刀 活跃 的 年 份 主 要 是 商 

和 和 起 由 天 时 斯 。 此 册 天 的 二 台 得 到 便 教 徒 的 支持 , 胡 人 

对 武 向 改 权 也 表现 记 - -种 特殊 的 热情 5 这 些 或 许 都 其 票 

竺 胡 人 比 鲍 集中 地 在 商 宗 .武则天 时 期 居于 洛阳 的 原 央 : 

归 地 医 所 示 ,这 些 留 十 居 古 的 皮特 人 .主要 集中 在 南 

市 附近 .个 别人 家 在 北市 附近 。 而 同一 地 区 ,也 是 洛阳 恬 祠 

所 在 。 据 kt 良 两 泉城 坊 攻 》, 北 市 附近 的 立 德 坊 有 失 柯 , 南 市 

中 以 及 近 闭 的 修 靖 坊 ,会 节 雳 也有 请 祠 ,为 群 硼 奉 亿 5 

这 与 长 安 城 的 情况 相同 。 

据 龙 门 右 置 题记 .这 些 上 居 的 票 特 人 还 结 成 社 , 共 同 出 

资 修 建 佛 介 。 恋 能 说 归 问 题 的 是 龙门 石 窗 第 1410 疹 的 《 北 

《1 柴 新 记 4 叶 短 表 出 二 (成 疝 球 局 上 瑟 经 荔 德 记 牢 接 考 一 昔 谈 胡 人 对 坊间 

牙 梳 之 恋 筷 让 忆 大 史学 ?3 仙 上 区 ,196 年 .6 一 18 页。 

[2 ] 李 健 超 f 霄 盯 唐 摧 喜 城 访 荐 》.293 .115.340.362 页 ， 尖 于 洗 丰 之 票 特 大 ,做 

看 麟 篇 蛮 $ 谨 阳 出 二 的 是 域 人 忒 二 》 《洛阳 -~ 经 网 之 路 的 起 点 》 郑 灯 中 

州 十 藉 册 版 盾 ,1992 年 ,24 2 妨 下 、 卢 兆 彰 & 良 代 洗 阴 与 西域 晓 武 谱 坷 $. 

淄 则 京 物 | 作 队 竹 和 清 闻 考 击 四 上 年 一 一 1992 证 浓 阳 鞠 古 尝 太 研讨 参 论 妆 

东 : .省 二 . 科 叶 出 三 社 .1996 年 ,372 -377 页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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灿 瑾 生 对 于 

昌 

回回 杠 
Li 儿 ._ L .| 

昌 可 本 本 器 
加 回归 本 [sr 

肯 请 iD .4 下 晤 
图 6 唐 治 了 城内 票 煌 人 分 布 图 

市 香 行 社 社 人 等 造像 记 兴 图 7): 

北市 香 行 社 

社 官 安 翁 达 ”有 录 事 和 孙 香 表 史 玄 策 

常 行 师 碌 惠 登 人 
国人 何 难 违 

四 中 基 蔡 严 

珀 三 | 油 路 | | 者 师 让 亲王 



图 7 砾 门 石窟 《北市 香 行 社 社 人 等 造像 记 》 

右 件 社 人 等 一 心 供养 

永昌 元 年 (689) 三 月 六 日 起 手 [0 

这 个 社 的 社 官 安 僧 达 和 录 于 史 玄 策 很 可 能 是 粟 特 人 ,而 社 
从 中 也 有 三 位 从 名 字 看 可 以 推断 为 票 特 人 。 这 一 -方面 透露 
了 桶 特大 的 集中 居住 ,更 重要 的 是 他 们 在 北市 经 营 香料 贸 

[1] 浸 芋 成 # 是 门 所 见 中 外 交通 史料 万 榨 和 ,西北 中 ?1983 年 第 1] 期 ,6 责 ; 
刘 景 龙 . 寿 王 是 全 门 石窟 破 到 是 记 入 : 录 》 下 ,中 国 大 理科 全 书 出 版 社 ,19p8 

年 .424 丙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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灯 本 开 了 臣 玉 

易 , 这 止 呈 栗 特 人 经 营 的 主要 商品 之 - .1 

及 武 “ 吏 和 判 

及 州 具 通 凉 州 , 南 接 经 原 州 周 长 安 的 大 道 , 北 通 弄 姜 窒 

厥 .上 ] 骨 等 游牧 并 国 , 东 通 太 诛 ,是 北朝 聊 唐 时 期 西北 地 区 重 

婴 的 稀 通 梢 纽 和 宗 事 重镇 。 从 灵 州 的 地 理 位 置 来 说 ,是 栗 特 

人 东 迁 的 必 经 之 地 -. 人 由 于 脆 州 城 现 已 站 没 在 黄河 之 中 , 没 

有 当地 出 土 的 资料 反 遇 杰 特 人 在 此 居住 的 情形 , 兵 知 道 唐 朝 

曾 先 后 在 灵 州 --- 带 处 贡 突 肪 降 众 ,其 中 也 包括 原 在 突厥 讲 国 

内 部 的 六 部 。 另 外 ,一 些 供职 唐 昌 军队 的 票 特 裔 将 领 ,原本 

是 竟 州 人 .而 他 们 大 多 数 与 后 来 的 河北 藩镇 有 着 某 种 联系 。 

唐 太 宗 贞 观 四 年 击 政 突 感 后 , 届 置 北 开 .北宁 .上 北岳. 北 

玄 四 州 ,将 罕 顾 降 你 安 和 兽 在 人 失灵 州 到 此 州 的 广 阐 范围 里 。 

其 中 以 票 特 胡 人 史 普 应 为 北 抚州 都 督 ,以 康 苏 饼 为 北 安 州 

都 萌 (25 其 所 统 部 众 当 有 不 少 票 特 彰 人 。 又 ，“ 咸 阐 中 , 突 

县 有 降 考 ,和 此 处 之 丰 .用 . 灵 、 夏 . 谓 . 代 六 州 "132 都 表明 灵 

州 疝 边 地 区 , 右 不 少 随 问 帘 愿 而 降 的 划 特 游牧 胡 人 。 

《新 唐 书 》 卷 -四 八 《 康 口 知 传 ?》，“ 衣 州 人 。 祖 康 慎 , 当 

开元 时 , 缚 康 待 宾 , 平 六 胡 州 ,玄宗 甘 见 , 扬 左 武 卫 大 将 军 ， 

封 天 而 县 男 。 众 天山 县 男 的 封 般 可 以 推 和 若 , 这 个 家 族 是 从 

西方 迁 到 灵 州 的 。 康 秆 地 日 知 ,大 概 在 安史之乱 前 后 迁 到 

[1 参 厦 来 雷 & 针 氏 商 虽 干 同 的 " 称 俐 钱 ".17 一 34 贞 : 姜 伯 吉 g 革 坎 此 生理 妆 背 

口 比 炙 之 路 》,138 一 139 奥 ， 

【2 ! 屠 治 通 览 $ 着 一 区- 工 贞观 帮 年 开 至 心 月 条 . 

【131 次 治 症 鉴 3 着- 百 六 神 芭 元 年 和 



河北 .永泰 二 年 (766) 时 在 成 德 节 度 使 李 宝 臣 订 下 和 任 节 大 挤 

简 , 左 顺 步 军 都 使 . 问 节 度 剧 使 :4 康 日 知 于 建 中 三 年 

[782) 举 越 州 授 降 唐 朝 ,被 封 为 会 种 郡 士 ;其 子 康 志 央 也 曾 

被 革 为 会 稽 禾 一 :31 其 另 -~ 子 碌 志 达 的 《 幕 志 》 径 称 为 “本 

会 入 人 也 ”44 日 知 站 母 康 氏 稼 给 安 公 ,其 《墓志 》 近 年 也 在 

西安 出 皇 ,文中 说 “其 先 会 移 人 也 ”431 如 上 所 述 ,这 个 会 

移 是 指 河 眶 瓜 州 的 会 移 ,证 明 灵 州 康 氏 杰 从 河西 迁 来 , 落 籍 

开 武 地 区 。 

局 样 情形 的 河北 北 帅 , 还 有 史 壳 诚 一 家 。《 旧 唐 书 》 券 

一 从 一 《 史 宪 诚 传 ?3 称 : “上 先 出 于 渗 虏 , 今 为 灵 趟 建 康 人 。” 

《新 唐 书 ?着 二 一 《中 完 诚 传 3 则 说 :本 先 村 也 ,内 逢 如 武 

建 康 人 。 这 具 称 史 完 诚 原 为 奚 人 , 今 为 灵 武 建 康 人 ,似乎 很 

难 理解 ,因而 产生 种 种 解说 4 事实 上 ,新 旧 《 唐 书 》 的 记 

载 不 驶 圳 确 , 据 刘 瑟 锡 气 《 史 孝 章 神道 不》:“ 仆 射 名 孝 章 , 字 

得 三 ,本 北方 之 强 , 世 座 朔 野 。 其 后 因 仁 中 国 , 遵 为 灵 武 建 

康 人 。 癌 得 遭 德 , 赠 右 散 骑 常 侍 , 封 怀 立 群 王 。 祖 周 洛 , 银 

青 光 禄 大 夫 检 校 太 常 卿 兼 御 中 中 承 北 海 秀 王 , 赠 太 子 少 保 。 

考 完 诚 , 早 以 武勇 绝 人 , 积 功 至 魏 博 季度 便 。 506 可见 这 .一 

家 族 来 当 北 方 逆 野 ,应当 是 异 突 原 放 国 , 而 非 东北 的 权 族 。 

1 ] 过 常山 真 石 击 》 状 十 亚 德 节 虚 使 李 : 基 所 碑 夏阳 

[1 过 新 拭 记 # 郑 一 四 瞧 《 康 月 和 印 传 ?此 附 & 康 志 睦 传 》， 参 看 地 原 些 区 4 李 原 些小 

全 集 4 第 2 痊 ,325 326 页 ; 陈 实 情 # 良 代 政 许 出 述 从 和 祝 ), 1 海 古籍 出 版 福 ， 

1982 年 ,43 粤 。 

3] 区 陋 西 负 肠 .65 页 过 补 过 35 朋 .431 页。 

4 师 小 茧 攻 西安 部 区 出 土 唐 韩国 信 . 康 氏 蔓 志 考 述 》$》,209 摧 ， 

5] 马 驰 $% 室 道德 的 族 届 . 藉 册 此 其 后 人 》 文物 31991 年 第 5 期 : 李 瀣 宽 则 前 

德 族 履 六 中 国境 内 的 昭武 首 媳 3 5 一 罕 贞 :得 起 1 从 五 剂 中 料 在 入 华 更 特 

入 的 议 化 和 ,好 页 . 

“五 ] 地 # 全 诗 立 ?从 六 日 九 - 

ee Ta 

》i 大 



史 宪 诚 早年 以 武 切 地 得 功名 ,此 前 这 个 家 族 或 许 没有 地 位 ， 

因此 在 河北 奋斗 的 史 宪 减 就 崩 称 为 当地 势力 较 强 的 要 

族 了 .上 引 较 合理 的 推测 是 ,这 个 家 族 原本 出 自 河西 建 康 , 先 

东 迁 灵 州 ,然后 和 肯 到 河北 ,他 们 原本 也 是 票 特 史 姓 的 后 

青 。 

继 史 完 诚 为 魏 博 节 帅 的 何 进 溢 , 也 是 灵 武 人 "1 据 其 

子 何 纪 敬 《墓志 》, 何 进 滔 是 何 妥 八 世 孙 !2?《 隋 书 * 何 要 

传 ? 说 他 是 “ 陌 城 人 也 。 父 细 胡 ,通商 人 吕 …… 号 西 州 大 

葛 "”。 此 处 的 “西城 "《 通 志 》 卷 一 七 四 《& 何 要 传 》 作 "西域 ”， 

当下 之 13 从 何 进 滔 襄 康 氏 为 妻 , 何 纪 敬 服 武 感 安 氏 为 妻 

来 看 '41, 也 可 以 说 明 这 个 家 族 是 典型 的 桶 特 胡 人 ,《 何 纹 散 

募 志 ?说 他 是 “庐江 人 ”, 则 品系 仿 托 。 

灵 武 灯 氏 而 后 来 称 访 江 人 者 还 有 笨 文 哲 。《 何 文 哲 墓 

志 } 称 : “ 公 讳 文 哲 , 字 子 洪 , 世 为 灵 臣 人 艳 。 公 本 何 国王 丕 之 

五 代 孙 ,前 祖 以 永 徽 初 ( 约 650 年 ) 款 塞 来 质 , 附 于 王 庭 。 【元 

和 ] 王 年 (810), 制 封 庐江 县 开国 子 。 明 年 已 本 (829) 正 月 , 策 

动 进 封 庐江 郡 开 国 公 。 1551 何 文 哲 的 父亲 何 游 休 曾 任 “ 行 灵 

州 大 都 督 府 长 忠 ", 肃 宗 行 过 灵 武 时 有 保驾 之 功 。 人 短文 哲 本 

大 先后 娶 康 氏 姊 妹 为 雪 ， 夫 人 从 公 之 责 , 封 于 会 稽 都 ,为 群 

夫人 和 硕 "。 从 封 画 看 ,其 天 人 家 族 也 是 来 自 河西 瓜 州 。 

虽然 我 们 目前 设 有 得 自 灵 州 当地 的 史料 ,但 把 上 述 史 

[1] 《上 H 盾 》 卷 一作 必 何 进 簿 传 3$。 参 看 陈 袖 恪 & 唐 代 政 治 忠 述 论 稿 》,38 页 。 

[2] 二 河 业 123 页 二 补 直 中 册 , 芭 页 - 

3 】 参看 陈 坎 恪 《 降 上 唐 制 度 注 源 略 论 稿 ?, 北 京 ,中 华 书局 ,1963 华 ,18 19 页; 

卢 瓶 随 & 何 文 哲 此 志 考 上 一 一 莫 谈 只 让 时 手 在 中 国 的 中 亚 何 峰 人 》,k 考 古 罗 

1986 年 第 9 期 .843 页 。 

【4 了] 引 和 藤蔓 志 》 必 末 北 ?8123 捷 i 补 址 35 册 ,39 41 郧 。 

【5 ] 《陕西 4 阿 ,107 页 :补遗 3 册 ,282 一 204 页 。 



料 综合 起 来 考虑 ,不 难看 出 粟 特 人 经 过 河 瑟 走廊 ,或 直接 进 

和 人 灵 州 地 区 ,或 经 过 突厥 汗 国 , 而 人 灵 臣 ,然后 再 东 迁 谭 北 ， 

成 为 河北 蒂 镇 的 重要 将 领 ,这 和 他 们 在 灵 州 地 区 放牧 . 习 武 

不 无 关系 ,因为 我 们 在 这 组 史料 中 ,很 少 看 到 票 特 人 经 商 的 

情况 。 

六 胡 州 

如 果 说 我 们 不 能 确定 上 述 灵 州 境内 窒 厌 降 众 中 的 栗 特 

胡 人 的 具体 位 置 的 话 ,那么 ,位 于 殉 州 南 境 的 六 胡 州 , 则 是 

有 明确 记载 的 唐 朝 专门 安 坑 票 特 胡 人 的 六 个 里 魔 州 《元 

和 和 郡 县 图 志 》 卷 四 关内 道 新 寡 州 笨 记 : 

初 , 调 圳 元 年 (679) 于 灵 州 南 界 属 鲁 .两 、 合 . 塞 、 

依 、 契 等 六 州 , 以 处 突厥 降 户 ,时 人 谓 之 “六 胡 州 "。 长 

帮 四 年 (704) 并 为 匡 、 长 二 州 。 挤 尼 三 年 (707) 复 置 兰 

池 都 督 府 ,在 盐 州 白 池上 县 阔 信 十 里 ,全 分 六 州 乞 为 一 县 

以 素 之 。 开 元 十 一 年 (723) 康 待 宾 叛乱 , 克 定 后 ,还 其 

人 于 河南 .江淮 诸 州 ,二 十 六 年 (738) 还 其 余党 ,. 递 于 

此 置 寡 州 ,以 宽 寡 为 名 也 。 

《新 唐 书 》 郑 三 七 4 地 理 志 # 尖 内 道 寡 州 条 所 记 略 同 ,只 是 * 采 

州 南 界 " 作 * 灵 、. 夏 南 境 ” .更 近 事实 。 神 龙 三 年 纪事 后 ,有 

“开元 十 年 复 置 鲁 州 . 丽 州 . 契 州 , 塞 州 " 的 记载 。 开 元 十 一 

年 纪事 后 ,有 “十 八 年 复 置 匡 ,长 二 州 " 的 记载 。 

由 籍 对 六 胡 州 沿革 的 记载 本 有 不 同 ,小 野 几 秀美 . 清 立 

93 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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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两 氏 曾 可 岂 兽 状 上 从 二 年 代 以 来 ,由 于 《 良 故 陆 胡 州 

大 首领 安 太 ( 昔 ) 摹 吉 放 的 发 现 , 引 起 对 六 明 州 的 重新 讨 

沦 121 丰 关 六 妆 州 的 史料 大 都 得 到 解说 ,此 不 痊 述 。 

然而 ,因为 史料 记载 简略 ,六 硼 州 的 有 关 情 况 并 没有 完 

全 天 清 。 有 日 前 可 以 补充 的 是 :第 一 ,《 安 附 国 神道 碑 ? 记 永隆 

二 年 (681) 安 附 国 下 项 时 , 共 次 子安 思 巷 任 重 州 刺史 531 说 

明 调 露 元 年 以 后 份 有 以 票 转 胡 人 为 刺史 的 例子 。 园 时 也 确 

有 如 《新 志 》 所 主 , 用 汉人 为 刺史 .如 《 张 仁 楷 墓 志 y 记 术 圣 历 

元 年 (698) , 收 授 朝 议 大 夫 、 恢 州 刺史 。 141 第 二 ,1985 年 守 

夏 越 池上 县 西北 约 各 公里 处 ,发 现 一 组 墓葬 ,其 中 之 一 出 十 

《 何 府 妊 墓志 》, 称 :“ 杂 四 D 站 DDR 大 夏 月 氏 大 也 。( 中 

残 ) 以 入 视 元 年 (700) 九 月 七 日 ,终于 重 州 如 餐 县 口上 口 里 私 

第 ,春秋 八 十 在 五。 以 其 月 廿 八 日 , 迁 室 于 口 ] 城 东 石 罕 原 礼 

也 。 15 这 方 残 志 证 明了 和 鲁 州 位 于 今 盐 池上 县 西北 4 公里 

处 .在 灵 州 东 偏 南 的 地 方 。 另 外 ,这 位 号 称 为 大 夏 月 氏 人 的 

向 府 看 ,应 是 出 身 何 同 的 票 特 人 。 据 考古 报告 ,这 组 墓 莱 有 

雪人 到 芋 于 一 室 的 情况 , 反 罗 出 这 里 是 一 个 族 葬 的 墓 

群 4564 第 三 ,敦煌 出 土 《 唐 景 云 二 年 (711) 张 君 义 勋 告 》, 记 

【13 小野 川 租 美 4 河 则 六 州 胡 办 滑 革 》 人 东亚 人 文学 报 ? 第 (着 第 4 号 ,1942 年 ; 

下 安 - Eleybrank， “二 Sogdian Cofmy in Inner Montoiia” ，pp.282 -284 . 

【> ]】 玩 振 华 . 朱 亮 4 安 善 莫 击 初 择 $ ,5 中原 立 牺 》i982 年 第 3 期 ,3 一 和 页 ; 拘 传 

明 # 覃 特 人 在 东 两 交通 中 的 作用 3 中华 文史 论 灵 $1985 年 第 1 辑 .57 页 

张 广 过 良和 代 关 胡 州 等 地 的 昭武 九 媳 》,71- 一 季 .128 页 ; 王 北 展 才 良和 代 沿 曲 的 

“六 胡 州 " 光 内 崇 古 社会 科学 ?1992 年 第 5 期 ,58 一 64 页 ; 刘 统 《 庙 代 炎 褒 府 

州 斌 竟 》 ,西安 , 西 冰 去 学 出 版 社 ,1998 年 ,63 一 各 页。 

【3 ]】 载 4 全 良 文 # 卷 四 - :五 。 

[4] 《if 编 31022 页 。 

[【S】 攻 交 物 $1988 全 第 9 期 ,5 殉 ， 

[6 同 卢 ,55 页 。 



名 了 与 张 君 义 同 在 景 云 二 年 受 助 的 二 日 余人 ,其 中 有 含 州 

安神 上 庆 , 依 州 齐 饭 陀 、 鲁 州 康 口 . 痪 州 康 丑 师 [ 人 证明 景 云 

时 六 州 中 至 少 有 四 州 尚 存 , 亚 怕 关 池 都 督 府 下 不 呈 六 州 降 

为 六 县 ,而 是 仍 为 州 的 建制 。 这 条 史料 也 是 在 开元 九 年 六 

明和 州 康 符 宾 . 安 车 容 . 何 黑 恕 . 石 神 奴 . 康 铁 头 等 名 显 于 世 之 

前 ,反映 六 胡 州 为 聚 特 人 所 居 之 地 的 重要 史料 。 

六 衣 州 的 存在 ,说明 大 最 菜 特 胡 人 随 着 突厥 之 降 唐 而 

移居 灵 . 屋 南 办 ,他 们 定居 于 此 ,放牧 入 田 ,也 成 为 唐 朝 与 突 

隔 之 问 战 秆 的 缓冲 地 。 他 们 生活 困苦 ,其 至 是 而 反抗 。 其 

居 攻 不 时 流动 .有 的 被 迁 到 河南 .江淮 地 区 ,有 的 重 被 丘 到 

江北 ,还 有 的 在 安 禄 出 势 力 壮 大 后 ,加 人 河北 茸 镇 的 阵营 。 

《 朝 闭 国 幕 志 》 记 :… 公 字 羡 , 售 州 河曲 人 也 。 公 行 旅 边 草 ， 

幼 闲 形 律 。 了 于 天 宝 载 ,明宗 山 作 摹 , 思 明和 疱 祸 , 公 陷 从 其 中 ， 

伤 署 公 云 应 将 军 . 守 左 金吾 卫 大 将 军 。 安 史 之 乱 平 定 后 , 曹 

疝 国 成 为 河北 成 德军 节 王 的 将 领 (25 六 胡 州 的 票 特 人 和 

灵 州 的 票 特 人 -- 样 ,由 于 善于 征战 ,所 以 常常 东 迁 河北 ,加 

人 河 蝴 还 镇 集 吏 。 

太原 并州 

并 州 太 原 是 李 唐 王朝 起 家 之 地 ,长寿 元 年 (692] 立 为 北 

都 。 这 里 西 经 稻 州 . 夏 州 ,与 灵 州 相通 ; 南 经 晋 州 、. 绛 州 可 达 

[1 朱军 # 贞 数 析 所 出 ! 讲 景 二 二 年 张 姓 尽 盈 千 六 ,中 国 古代 史 论 杂 $1982 年 第 

3 辑 ,331--341 页 - 

[2] SS 编 ?1787 两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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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 安 ,或 经 注 州 . 怀 州 而 至 洛阳 ; 北 经 代 州 . 云 州 而 通 漠 北 突 

愿 .四 休 秆 国 :向 东 -一 路 经 并 隆 到 河北 道 恒 州 ,或 北上 代 州 ， 

向 东 经 忌 州 . 易 州 而 到 河北 道 重 镇 幽 州 。 并 州 是 唐 朝 北 方 

最 重要 的 城镇 ,也 是 几 条 重要 的 东西 通道 的 交 江 .处 ,当然 会 

戌 为 东 还 村 特大 的 中 转 站 。 

《 敢 突 装 莫 坟 》 称 :如 读 充 闭 , 字 狂 贺 比 多 ,并 州 太 诛 人 

也 。 父 装 摩 订 , 大 萨 宝 , 薄 锅 比 多 。[ 突 元 ] 春 秋 七 十 ,大 业 

十 -- 年 16 抹 } 岁 次 乙 误 正月 十 八 日 疾 鹤 , 率 于 河南 洛阳 有 其 

尝 业 多 嘉 善 里 - (0 这 个 翟 姓 著 籍 太原 ,父子 的 名 字 取 音 

详 , 而 且 重 复 , 绝 非 兴 大 可 知 。 他 们 上 应 当 和 吐鲁番 出 十 k 康 

波 蜜 担 墓 赤 》 中 提 到 的 其 子 惟 那 宁 堪 (2 安 元 寿 妻 翟 六 

娘 !1 等 人 一 样 ,可 能 是 来 自 中 亚 桶 特地 区 的 移民 (41 重 

要 的 是 翟 婆 摩 启 曾 任 大 萨 宝 ,是 当地 胡 人 聚落 的 政教 大 首 

领 。 

又 & 安 师 摹 志 ? 称 : 略 读 师 , 字 文风 ,河南 洛 归 人 人 也。 证 

六 代 祖 西 华 国 姓 ,东汉 隶 平 中 ,得 子 仰 人 传 , 求 为 属国 , 方 以 

抑 为 并 州 刺 史 , 因 家 洗 阳 姑 。 [51 与 此 内 容 震 同 的 还 有 《 康 

达 摹 志 》( 6 其 追 述 到 东汉 的 事迹 固然 可 疑 ,但 粟 特 人 自称 

自己 的 先 人 曾 任 并 州 刺 中 ,也 反 虹 了 票 特 人 在 唐 以 前 已 经 

{ 3 ] 直 万 里 4 各 置 南 - 落 船 蔓 志 集 炎 ?》 着 轧 ,图 版 484。 

2] 《汇编 3402 页 。 

【3】 《 院 凸 3 遇 ,107 页 坟 补 遗 委 册 ,470 471 页。 

[4] 向 达 & 彰 挫 兵 宏 与 西 碱 亦 天 90 91 页 ; 张 广 法 & 补 教 对 唐 伐 中 国之 影响 三 

例 ?》 ,法 国 汉学 ?第 1 辑 , 北 京 , 清 华 太 学 出 版 社 :[ 嫩 页 ; 著 方 对 . 概 可 佳 《本 

教 史 》,273- 一 276 页 。 

15] #& 儿 314 册 ,90 页 光 洛 阳 3J4 钉 ,142 页 性 放 - 编 奉 尖 %6 册 ,No.5l01 汇编 3385 

页 。 

T6] 4 北 图 2 有 ,4 页 斌 禾 用 路 蓝 ,735 页 并 拇 风 3a09 页 二 汇编 附 考 3 由 ,No- 

6745& 让 - 编 #503 页 这 补 通 咎 册 ,150 页 . 



在 太原 地 区 具有 一 定 的 实力 。 

著 籍 太原 的 桶 特 人 还 有 如 下 记载 :《 康 武 通 墓志 》 称 : 

“会 讳 武 通 , 宁 央 达 ,太原 祁 人 也 。 祖 软 , 周 任 上 开 府 仪 回 大 

将 军 。 父 三 , 季 任 堪 卫 码 川 府 应 扬 郎 将 。[ 康 武 通 ] 仁 至 大 

将 军 阳 城 具 开 国 子 。 以 贞观 一 十 二 年 (638) 改 授 陪 戎 副 尉 ， 

从 班 例 也 。 春 秋 七 十 有 五 ,以 真 观 甘 三 年 五 月 十 九 日 红 于 

【洛阳 jJ 章 善 坊 里 第 。 (1《 何 氏 早 志 》 称 “夫人 ,太原 人 也 。 

远 祖 因 官 , 今 家 洛阳 需 。 [2 《 安 孝 臣 莫 志 》 称 :“ 吞 讳 孝 政 ， 

太原 郡 人 也 - ”131 

太原 有 夫 人 聚 落 , 从 上 举 著 籍 太 原 的 栗 特 人 墓志 和 翟 

次 摩 订 曾 任 萨 宝 一 职 可 以 推 知 ,从 萨 宝 也 可 以 推 敌 当地 和 甸 

有 斌 教 流行 。《 旧 唐 书 李峰 传 》 记 太原 旧 俗 ,有 僧 徒 “及 死 
不 化 ,组 以 尸 送 近郊 以 饲 鸟 兽 。 侧 有 饿 狗 下 数 , 食 死人 肉 "。 

据 研 究 ,这 正 是 粟 特 号 区 只 教徒 的 苦 俗 04) 间接 反映 了 太 

原 地 区 胡 人 育 落 的 只 教 信人 和 习俗。 

雁 门 7 代 州 

氏 州 ( 谭 门 ) 为 本 原 北 出 通 往 河 北道 的 必 有 经 之 地 ,北朝 

隋唐 时 基 一 条 东西 往来 的 重要 通道 ,内 而 也 有 桶 特 人 的 踪 

[1 ] 《 琵 围 315 竺 ,162 页 区 洛阳 35 册 ,125 页 性 汇 编 附 考 98 朋 ,Mn 7333 站- 编 》 
54S 页 ,t 补 般 扫 册 ,243 页 。 

[2 ] 《# . 编 附 考 98 册 ,No.783 到 汇编 $585 页 。 

【3 】 《 北 图 ?23 册 ,128 页 it 洛阳 ?10 甩 ,91 页 六 和 谍 顷 》1433 页 i 补 各 92 册 ,503 
页 。 

! 4 】 林 富 殊 《 站 斯 天 火 教 与 古代 中 国 $ ,126 页 ; 张 广 达 《 酚 教 对 凡人 线 中 国之 影 呈 
一 例 }，143 一 145 项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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迹 -.《 康 达 募 志 》 称 ，… 祖 过 , 齐 任 殿 门 者 上 仪 同 . 1 透露 

了 北 并 时 药 特 人 在 座 门 的 例子 。 

后 避 导 德 元 年 (954)4 安 重 遇 昔 志 % 称 :… 公 讳 重 届 , 字 继 

茱 , 膝 门 人 也 。 安 重 遇 是 五 代 后 唐 明 宗 朝 重 外 安 重 诲 的 弟 

弟 , 同 光 元 年 (4923) 起 家 为 邢 州 加 上 吏 , 后 曾 被 封 为 武威 县 开 

固 男 “ 表明 这 个 安 氏 与 武威 安 姓 聚 符 人 的 关联 。 册 于 安 

重 诲 家 是 五 代 时 的 大 家 族 (31 材料 虽 览 , 确 能 说 明 聚 特 人 

在 代 州 生活 的 情 柜 。 另 外 ,天 避 四 年 (939 冯 何如 政 墓志 ;》 题 

为 "大 缘故 鸡 田 府 部 落 长 史 何 公 坟 人 馆 ”, 文 称 :“ 公 讳 郡 政 , 家 

本 太 同 人 也 。 公 主 领 部 落 , 抚 弱 过 强 …… 去 医 兴 三 年 (9321 

二 二 -月 一 日 ,于 代 州 横 水 镇 终于 天 命 。 去 人 安民 …… 以 天 

本 年 (904 一 907) 四 月 十 九 日 在 京 宅 内 [ 座 ]。 ”1041 鸡 田 是 唐 

朝 以 铁 勒 阿 跌 部 所 置 自 廉 州 的 名 字 ,全 君 玻 任 鸡 田 府 长 网 ， 

主 领 部 落 ,或 许 几 唐 .五代 时 鸡 见 府 的 主要 成 员 已 是 票 特 

人 。 至 少 这 位 究 安 氏 为 妻 的 何 公 ,为 票 特 人 人 无疑, 他 著 籍 大 

问 ,但 卒 于 代 州 , 侯 皮 上 映 子 代 州 有 桶 特 部 落 的 人 存在- 

安 边 “兰州 7 兴 唐 

卢 州 位 于 唐 河 东道 东北 ,与 河北 道 易 州 接壤 ,有 道 经 易 

[ 攻 北 图 ?4 册 , 列 矶 才 洼 阳 35 朋 ,75 贞 : 样 纪 》309 页 交汇 凡 附 孝 3? 册 , No- 

04: 和 纺 3503 页 民 杯 得 35 崖 .150 页 。 

1 2] 有 《 补 过 3 骨 .430 一 451 亚 - 

【3] 有 新 五 代 史 ?着 二 四 世 安 重 许 传 9。 委 看 黄 传 明 下 代 时 其 中原 地 区 寓 特 人 活 

动 避 讨 ?中 本 3#1992 年 第 3 期 .1011 页 : 徐 诸 云 革 地 陀 与 昭武 儿 姓 》. 庆 视 

工 抽 莫 先 生 人 十 和 寿辰 学 枚 论 妆 全 3$ .过 宁 太 学 出 版 柱 ,1909 年 ,344--345 出 、 

143 《0U 酉 让 ?ft982 年 第 1 期 .58 页 i 交 补遗 和 近 册 ,439 一 AD 页。 



州 或 鲍 州 ,部 可 到 达 赂 州 。 这 里 也 有 桶 特大 的 足 影 ，《 石 神 

福 墓志 》 称 :… 父 何 罗 旭 ,这 云 麻将 军 .兰州 特 前 大 总 管 ， 有 

子 四 人 , 公 册 第 一 子 也 。 生 于 雄 武 , 氏 在 舌 州 ." 厂 神 福 后 任 

成 德军 节 度 使 手下 大 将 , 滞 负 当 右 时 草 马 使 事 , 元 和 从 年 

《8131 止 月 上 七 吕 亭 .年 严 二 五 风 :中 

汲 郡 7 卫 州 

从 目前 的 材料 看 , 桶 特 人 之 东 证 费 州 ,其 至 还 赴 东 北 营 

州 地 区 ,除了 和 中 从 台州 经 并 州 . 代 州 . 蔚 州 的 路 外 ,很 可 能 也 

志 另 一 条 路 , 苑 从 党 阳 , 经 区 . 相 . 砚 ,. 邢 . 值 . 定 州 , 而 达 央 

州 , 出 顺 州 东北 行 , 而 至 背 州 。 过 去 人 们 从 营 州 杂种 胡 安 禄 

山 等 人 的 在 关 记 录 出 发 ,多 把 营 州 . 山 州 桶 特 人 的 来 历 和 突 

入 主 同 了 系 起 来 ,而 上 从 河 北 藩镇 竹 师 中 也 有 一 些 是 从 灵 

州 迁 来 的 ,这 是 信 途径 当然 是 存在 的 。 但 是 , 当 我 们 把 有 关 

粟 特 人 活动 的 史料 排比 到 各 个 地 点 上 去 以 后 ,发 现 卫 . 相 、 

魏 . 邢 . 恒 . 定 谈 州 此 有 票 特 人 , 厄 河北 道 东 部 诸 州 却 不 见 踪 

迹 , 这 足以 说 明 票 特 人 东 迁 时 所 采用 的 路 线 了 。 以 下 依次 

论证 。 

从 蒂 阳 攀 东 北 行 , 第 一 站 是 河北 道 的 荆州 ,这 里 曾 右 过 

枝 特 人 居 止 。 

《 康 威 曹 志 ?》 了 称 :… 寿 讳 感 , 字 宾 , 人 也 。 荫 八 表 浑 中 ， 

元 台 易 遐 途 。 口 ] 瑶 并 武 历 通 五 运 ,爪牙 同 凑 , 迁 兴 大 玉 , 今 

为 河南 人 硕 。 以 其 开元 二 年 季 秋 末 癣 ( 笨 ) 疾 , 州 日 终于 郑 

[ 1] 对 iL 编 $1991 下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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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 灿 玛 了 对 对 

州 荣 阳 私 第 ,春秋 六 十 -”(11《 康 令 怪 墓志 3》 称 :" 君 讳 令 怪 ， 

字 善 厚 ,其 先 汲 人 也 。 21 虽然 县 前 只 见 到 这 样 两 条 材料 ， 

但 说 明 自 北朝 时 起 , 栗 特 康 氏 至 少 有 一 户 落 籍 汲 那 。 

安阳 7” 相州 7 野 条 

东汉 来 ,曹操 封 魏 公 , 居 遇 城 , 籽 城 的 地 位 在 二 国 时 于 

分 重要 。 写 于 西晋 末年 的 药 特 文 占 信 札 , 提 到 的 最 东 面 

的 经 商 地 点 是 遇 ( "akp' ) 3 说 明 票 特大 很 早 就 曾 到 过 此 

地 。 

《 康 元 敬 董 志 4 称 :和 帮 讳 元 和 敬 , 字 留 师 ,相州 安阳 人 也 。 

原 夫 改 律 命 氏 ,其 先 秘 自 康 居 毕 万 之 后 ,加 从 孝文 , 遵 居于 

遇 。 祖 乐 . 魏 对 骑 大 将 军 ,又 迁 徐 州 诸 军事 。 父 件 相 , 齐 九 

州 摩 订 大 萨 宝 , 寻 改 授 龙 攻 将 军 。 (41 知 康 元 敬 祖 上 是 随 

北魏 孝文 帝 迁 居于 师 的 。 值 得 注意 的 是 他 的 父亲 件 相 , 曾 

任 北 齐 九 州 摩 启 大 萨 宝 。 齐 都 于 册 ,九州 摩 词 大 萨 宝 或 许 

是 指 负 责 高 齐全 国 胡 人 政教 事务 的 最 高 首领 ,推测 他 也 应 

当 是 北齐 都 城 的 二 人 宫 落 首领 。 

《 康 哲 募 志 ? 称 :”" 昔 因 入 籽 , 今 下 居 瑚 。 芭 后 魏 而 尽忠 ， 

【1 用 北 园 加 2 册 ,23 页 二 辑 强 3469 页 ;Ci 缩 附 考 ?17 肝 . No.1687i 到 汇编 ?1270 

责 ， 

【2] 于 育 龙 4 唐 长 安 城 东 出 十 的 康 令 悍 等 鞋 志 跨 ?, 唐 研究 ?第 6 卷 ,2000 年， 

366 页 , 

[【 3】 可 .B，Henning，“Se Dare of the Sogrlian Aneient Letterse”，Pp.608 - 609. 

[4】 《图 3》15 册 ,193 页 过 了 沼 阳 35.155 页 1 让- 编 附 考 38 册 ,No.76615 江 编 3》571 

页 ， 按 , 康 居 "之 " 康 " 字 九州 "之 ”" 思 " 字 , 诸 家 有 求 立 帮 缺 衬 , 岗 要 《 畦 纯 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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辅 齐 孝 而 献 留 。 曾 社情 ,北齐 金 紫 兴 禄 太夫。 祖 愤 政 , 考 积 

善 ,并 萄 由 国之 闸 谨 , 包 1 时 之 宕 上 略 。 (1 康 哲 祖上 上 也 是 从 

北魏 时 人 届 邮 城 的 . 此 外 必 下 氏 敬 志 % 称 “去 人 中 大 , 籽 

大 。 昌 河 . 孟 陈 州 币 昌 。 父 大 . 朝 议 训 5 馈 词 说 这 位 去 

人 昆 “ 尼 革 颗 ”. 得 为 西方 来 的 模特 人 后 青 。 这 一 家 之 为 

灯 大 ,区 卉 于 上 述 一 谨 氏 。 

闻 城 作为 北齐 的 首都 ,除了 训 焦 了 - 一 此 为 北齐 皇帝 灾 

幸 的 明 人 传 乐 外 ,很 可 能 还 有 有 一 个 萨 宝 所 统治 的 胡 人 到 落 。 

解放 前 在 安阳 出 土 过 一 套 石 棺 . 现 流散 分 若 在 美国 波士顿 

美术 销 .华盛顿 弗 利 尔 美术 迄 .法 国 集 美博 物 馆 、 德 国 科 隘 

东亚 美术 馆 ,如 刻 的 题材 完全 是 票 特 的 主题 ,因此 学 者 们 都 

认为 墓 主 人 是 -个 桶 特 人 1312 这 个 传世 唱 尚 待 进 -- 步 研 

究 , 若 确实 不 误 , 则 是 最 早 榨 汉 族 传统 方式 坦 厦 的 栗 特 人 

了 .但 石 枕 的 装饰 与 汉族 从 完全 不 同 。 

魏 州 “ 魏 都 

从 相州 北 行 , 略 偏 东 而 到 魏 州 。 魏 州 郭 下 为 贵 光 县 ,有 

聚 特 人 著 籍 于 此 。《 康 即 墓 志 # 称 … 君 讳 邵 , 宇 善 庆 , 魏 州 贵 

乡 大 也 。 或 草 岭 尘 惊 , 唯 欣 逐 岛 ; 葵 出 努 起 , 情 切 座 酋 。 严 

马 长 征 ,不 渝 于 塞 著 ; 扳 锋 水 战 , 岂 蛋 于 有 晨 理 。 以 圣 历 元 年 

[1 《 攻 图 ?20 是,19 页 过 汇编 界 者 914 册 ,Nn_ 13933 汇 编 3i052 页 。 

f2] 《北国 315 厅 ,243 页 :要 且 ?338 页 站 汇编 附 考 3$8 有 时 ,No.782i 汇 编 $》594 

真 ,， 

[3] EC， 生 aia, “fentral Asiars oa onern Ci Catc Shrine” 、 站 Feb 由 siee ， 基 其] ， 

19558，ph -9- 如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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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 102 

《698) 芋 月 六 口 , 救 授 同 州 降 安 府 左 和 颖 都 尉 。 以 长 安 二 年 

(702) 四 月 赴 刀 日 率 于 洒 训 其 太 于 多 府 之 任命 , 丰 秋 呆 有 

二 5D 另外 光 安 元 寿 蓝 志 》 称 :诗风 , 周 开 府 仅 问 二 可 ， 

了 哗 右 州 再 中 . 殿 乡 县 于 国 公 8 以 焉 多 为 拒 圭 司 之 地 ,或 

许 表 明 安 元 存 -家 与 这 里 有 基 种 关系 

巨 庆 “ 邢 州 

其 家 州 和 对 州 ,都 有 路 北 至 邢 州 。 据 《& 安 师 莫 志 》 载 ， 

“夫人 康 色 , 队 寺 川 府 应 扬 , 邢 州都 督 康 府 尹 之 女 : ”3] 这 

是 村 特 人 在 邢 州 的 记载 。 

常山 7 获 放 / 恒 州 

其 汪 州 北 行 ,经 赵 州 , 康 日 知 曾 任 深 赵 节 度 使 ,后 以 赵 

州 归 上 唐 朝 。 再 北 行 , 即 到 恒 州 。 

恒 州 为 成 德军 节 度 使 治 所 ,永泰 二 年 (4766) 立 于 恒 州 

( 今 正 定 ) 的 《成 德 节 度 使 李 宝 不 夏 》 碑 阳 题 名 中 ,有 和 孔 目 官 

安 都 湿 .节庆 押 和 葆 堪 厅 步 军 都 使 同 节 度 副 使 康 日 知 . 节 度 押 

衔 康 如 给 . 左 厢 站 让 | 将 安 忠 实 . 右 厢 马 军 跨 将 何 口 . 左 厅 

步 军 二 将 何 贞 息 , 衍 前 将 康 日 院 , 曹 敏之 . 史 招 福 等 ,很 叮 能 

【1 北大?1 册 .4106 亚 ; 可 强 3419 贞 弃 拒 编 附 考 $14 明 ,Mo.134558 汇 编 》 

41016 一 1017 页。 

【2] 有 卫 西 妇 果 ,名 亚 过 补 租 $1 册 , 喇 页 。 

[3] 芝 此 国 $14 册 ,80 正秋 访 编 附 竹 36 用, No.sl0i 冯 汇编 $385 页 ， 



帮 旦 当地 的 标 特 将 领 ! 此 外 必 员 天 法 幕 志 》 称 :看 讳 善 

法 , 字 上 人 行 , 济 北 者 人: 祖 、 父 成 任 上 武 冬 导 ,并 放 才 拔 众 。 

右 谋 朝 版 授 便 州 中 DC( 山 ?[( 县 ) 令 . 厅 秋 七 失 有 五 ,长 安 

二 年 (702) 于 一 月 二 日 终于 私 第 。:3) 中 得 法 称 济 北 姥 人， 

史 纯 为 汉 式 台 字 。 伍 锐 阁 中 翅 说 仓 * 托 姓 坎 远 " ,表明 实 非 

汉族 。 侧 日 ,他 的 夫人 大姓 康 , 正 是 村 特 人 通婚 习俗 。 中山 县 

为 恒 州 麻 治 , 史 善 法 是 安 史 乱 前 就 萤 在 恒 州 任职 的 过 特 人 。 

《 宝 刻 从 编 ? 郑 六 著 江 《4 唐 鹿 朱 明神 榈 文 》 “ 唐 来 复 扎 并 

书 , 守 [万 ] 二 年 (826) 四 月 立 在 获 应 。 火 只 教 的 才 归 才 称 作 

祠 ,故此 处 之 胡 神 裙 很 可 能 是 所 只 裙 !34 东 鹿 县 存 懂 州 西 

南 五 十 级 ,原名 鹿 拱 县 , 故 称 席 泉 胡 神 裙 。 

恒 州 聚集 了 一 - 批 票 特 人 ,而 日 还 有 胡 人 祭祀 的 只 祝 - 

搏 陵 ” 定 州 

从 恒 州 北向 山东 ,到 定 州 。 

《 惠 郝 造像 记 》 云 故 魏 七 帝 提 寺 , 后 周 建 德 八 年 (577) 

仍 天 大 像 ,僧尼 还 俗 。 天 元 项 帝 , 改 为 家 政 (578) ,前 定 州 先 

治 .并 州 总 管 府 彤 曹参 军 . 障 陵 人 肉 子 右 . 些 青 下 司 录 亲 人 

何 水 康 二 人 , 同 财 得 七 帝 等 。!41 可 知 定 州 网 治 下 有 萨 甫 ， 

1】 对 看 森 印 十 略 论 唐 似 沁 州 利 河北 猪 镇 》. 史 念 海 编 & 强 填 民 安 与 黄 上 商 赂 》 

中 国 历史 地 草 论 状 81998 针 措 癌 ). 覃 密 陀 凸 师 范 大 学 中 国 二 史 地 再 研 究 

所 :262 页 , 讨 [。 

【2] 时 出 周 罗 要 册 ， 的 焉 入 北 环 3 有 出 ,464 责 生 汇编 91016 大 。 

【3] 程 越 红 乔 肇 旦 料 关 大 华电 特 人 的 汉化 》. 责 。 

[4】 转 尘 让 下 钙 些 北 刚 六 暴 》 叭 呵 ，P 华 节 向 -1979 第 ,163 页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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萨 肃 下 的 可 渤 商 人 人行 永 康 为 票 特大 大 疑 。 何 永康 员 然 与 搏 

耻 人 崔 子 行 同 赎 得 七 带 主 ,但 这 是 出 寺 申 治 月 的 还 是 其 他 ， 

不 得 调 知 ， 从 萨 表 管 理 研 人 品 落 政教 事务 的 职掌 米 说 . 定 

州 酝 疾 周 宣 政 元 年 时 ,应 碳 胡 人 顽 落 ， 

《 康 靶 划 上 志 4 称 :“ 瑟 讳 诈 , 字 李 大 ,， 捕 陵 人 也 。 本 康 固 

二 之 帘 也 。 高 祖 罗 ,以 笋 孝文 进 , 举 国内 附 , 朝 于 洛阳 ,因而 

家 马 ,加 为 梁 阳 人 也 -。 祖 陀 , 齐 相 府 常 侍 。 父 利 , 隋 定 州 莅 

宝 。 上 11 康 婆 公 和 兽 任 隋 朝 定 州 萨 宝 ,正好 可 以 和 《 惠 郁 造 

像 记 4 的 记载 相 印 证 。 

《 石 神 福 墓志 》 称 ; “ 明 安 史 作 乱 , 谨 泊 至 恒 阳 。 521 恒 

扩 为 定 州 赂 县 .吉明 唐 朝 中 叶 , 刘 特 人 还 不 断 进 人 这 一 取 

区 。 

关外 , 定 州 东 面 的 癜 州 寿 乐 且 ,也 有 证 补 的 记载 。 宗 人 

王 硬 《北道 刊 误 志 # 记 载 :" 沪 州 乐 夺 县 亦 有 有 窗 神 让 ,让 长 庆 

三 年 (823) 置 ,不 号 天 神 :”: 3 证 明 河 北 地 区 直到 晚 唐 , 信 

厌 刁 教 的 栗 特 民众 不 断 增 加 ,此 至 有 新 立 突 神 庙 的 必要 ,此 

点 至 堪 注 琶 、 

此 州 

幽 州 是 河北 道 的 中 心 城市 ,也 是 范阳 节 度 使 所 在 地 , 安 

凶 山 任 范阳 节庆 使 , 共 于 下 兵 将 多 有 票 特 胡 人 。《 康 令 履 墓 

[ 1 ] 《 辑 纪 3126 页 过 汇编 ?96 南 斌 入 - 进 36 肝 ,240 页 。 参 看 姜 们 蔓 《 俄 国 聚 特 研 

罕 圣 汉学 的 点 多 负 ,7 了 项。 

[ 2] 《H- 编 ?1 的 1 页 。 

3] 春 看 神 西 真 胰 & 酚 教 项 记 》 出 林 》 第 18 卷 第 号 .1933 午 .86 身 ， 



忘 3 的 志 主 . 邯 范 阳 下 度 副 使 ,全 于 天 宝 四 载 01 在 安 虫 之 

硕 中 留 下 记载 的 幽 刊 喇 将 中 ,出 上 囊 时 . 何 千 华 , 何 亚 德 .中 征 

方 . 安 守 忠 . 安 术 祖 . 安 出 顺 . 安 武 奈 . 康 阿 广大 达 干 、. 康 术 、 

波 . 石 神 请 . 昔 百 国 524 连 同 他们 的 部 下 ,网 州 之 票 特 人 当 

不 在 少数 。 

北京 最 新 的 考 百 发 现 证 明了 上 述说 法 。1998 年 12 月 

2 日 北京 疙 亚 汽车 制造 三 内 ,发 项 唐 莫 商 座 , 据 报道 ,出土 

莫 志 记载 , 墓 的 曙 主 人 姓 何 ,柳城 人 ,开元 蕊 年 (722) 率 于 范 

阳 ; 女 主人 康 氏 , 亭 于 史思明 称 帝 时 的 顺 天 元 年 (759) [3)， 

是 典型 的 栗 特 家 族 ,而 岂 也 和 安 史 之 瑟 的 普 领 一 样 ,出 身 柳 

城 。 

柳城 / 营 州 

山 州 东北 的 营 州 ,是 华 此 腺 向 东北 地 区 的 咽 上 喉 之 地 。 

从 这 里 向 东 , 有 “和 营 州 人 安 东 道 ,可 以 进 人 朝鲜 半 更 ;向 北 

可 到 澳 海 国 的 上 中 龙泉 府 ; 允 有 道路 分 别 通 东北 民族 帮 厅 、 

村 、. 室 种 三 部 的 衔 帐 。 因 此 , 营 州 具有 | 分 重要 的 战略 意义 

和 商业 价值 。 唐 朝 设 平 卢 季度 使 于 此 ,以 经 营 东 此 地 区 。 

而 这 里 也 成 为 桶 特 人 入 集 的 主要 地 方 , 蝶 许可 以 说 是 虐 离 

[1】 士 育 旗 g 庙 长安 城村 出土 的 康 仿 挥 等 墓志 臣 》 光 唐 研 究 》 第 乓 着 ,2000 年 ， 

396-…397 页 ， 

12]】 驳 看 殴 新 实 《安神 出 的 种 族 与 宗教 信仰 y ,第 三 局 中 国 唐 批 京 化 学 术 厨 讨 

念 伦 广 梨 ?台北 .1993 年 , 237 一 238 虚 。 

13]】 二 北 京 青年 报 $1998 人 年 12 月 0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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聚 特 木 于 缕 示 的 “个 更 特 襄 落 ， 

这 是 的 萌 特 聚 洲 . 由 于 发 动 安 史 之 配 的 安 禄 上 山 . 史 志明 

原本 都 旦 " 营 州 杂种 前 " ,所 以 时 为 人 知 。 安 祭 山 手下 将 领 

榴 怀 仙 , 两 4 由 书 #% 本 传 称 之 为 “ 柳 天 间 ”, 李 姓 显 然 是 则 称 - 

还 有 颜 真 策 《 康 会 神道 俱 ?》 所 记 的 康 阿 尽 届 达 干 ,也 是 从 突 

顾 率 部 落 降 唐 后 , 苦 籍 "柳城 "的 胡 人 :1 安 标 山 自 小 牛 活 

在 胡 人 部 落 中 .是 个 地 道 的 票 特 人 人 。 与 他 同乡 里 (部 落 ) 的 

史思明 ,也 是 地 道 的 村 特 人 。 前 人 对 两 人 的 " 杂 种 胡 " 合 义 

有 所 争论 ,从 二 年 代 韧 从 北京 丰台 王佐 乡 林 家 护 清 理 史 思 

明 的 墓 药 时 ,发现 气 于 玉 册 上 的 《六 册 》 和 《5 哀 册 》, 均 称 具 为 

“昭武 皇帝 ”, 即 皮 武 九 姓 胡 大 的 时 帝 之 意 , 表 明 其 自 认 为 是 

明 武 九 姓 缘 特 人 后 裔 :2 

近 扩 的 考 上 由 发 现 , 也 印证 了 出 料 的 记载 。 上 举 北 京 新 

发 现 的 何 姓 菜 特 人 曹 志 , 也 说 他 是 “ 棚 城 人 "。 说 虽 和 州 柳 

城 是 当时 栗 特 人 所 乐于 称道 的 杰 巡 地 。 在 营 州 ( 今 轴 阳 ) 附 

近 的 歼 汉 旗 李 家 营 子 ,1975 何曾 上 发现. - 库 店 代 土 坑 莫 ,其 

中 出 于 了 一 组 典型 的 划 特 银 器 , 反 遇 了 形 州 -- 带 票 特 商 人 

活动 的 情形 (31 这 和 《上 唐 hi 卷 一 八 五 下 《 宋 庆 礼 传 》 所 

记 开 元 五 年 (717 久 更 于 柳城 销 背 州 城 …… 并 招 辑 商 昌 ,为 

立 店 律 , 数 年 间 营 州 仓 麻 颇 实 , 居 人 渐 般 "41 可 相 印 证 。 

{T] 革新 科 《要 好 山 的 种 旅 与 宗 首 信 虱 》237--238 页 。 

{《 2] 坦 进 刘 4 良 史思明 玉 册 试 条 性 战 涉 集 》, 北 让 图 书 销 出 版 社 ,1998 年 .242 一 

253 .245 一 256 页 - 

【3]】 效 肖 诈 立 化 馆 # 教 汉 月 李 家 昔 子 出 土 金 银 路 3. 上 古 $1978 午 第 2 明 ; 阁 东 

六 & 率 家 营 于 出土 的 粟 特 银 霜 与 草 诛 丝 册 之 路 》. 北 京 大 学 学 报 3992 全 第 

2 期 ,35 一 41 下 ; 张 松 柏 t 圾 汉 诈 李 家 营 子 合 妨 器 与 唐 代 营 州 是 城 祥 民 》， 

过 正方 交 牺 #1993 年 第 工期 ,7?4 一 了 页. 

[4】 & 新 唐 赵 痊 二 直上 略 训 ， 参看 上 陈 窗 撕 店 代 焉 治 出 述 沦 琐 》,32 页 , 



营 州 树 特 胡 人 的 来 万, 有 的 是 从 河东 道 迁 来 的 ,如 安 禄 

山寺 第 等 。 安 禄 出 本 姓 康 氏 ， 少 孤 , 随 母 在 宽 友 中 ,等 后 嫁 

明 将 奋 安 彼 注 兄 延 模 ,内 此 他 少年 时 代 生 活 在 突厥 洗 周 内 

部 的 胡 人 部 落 小 。“ 井 元 初 , 延 优 族 落 破 , 明 将 平安 道 尖 男 

孝 节 并 波 往 男 叫 烦 . 文 贞 俱 逃 出 突厥 中 , 道 买 次 男 贞 节 为 岗 

州 别名 . 收 之 .。 禄 山 年 十 余 岁 , 虎 阁 与 其 匈 孝 和 相 携 而 至 ， 

遂 与 禄 出 及 轩 顺 并 为 兄弟 , 方 则 媳 安 氏 , 名 缀 田 融 。 5 网 

州 在 河东 道 并 州 西 北 , 代 州 之 西 ,因此 . 安 祁 出 等 人 很 可 能 

基 经 代 州 . 茧 州 . 旭 州 而 到 东北 的 营 州 落 籍 的 。 安 神山 和 史 

引 明 年 轻 时 都 懂 六 蓄 语 ,为 并 市 牙 邹 ,具有 胡 商 擅 民 的 本 

领 。 

《 安 禄 吓 事 迹 》 郑 上 沁 : 

潜 于 诸 道 商 胡 兴 路 ,每 岁 输 措 方 珍 货 计 再 万 数 。 

每 商 至 , 则 禄 山 胡 上 服 . 坐 重 康 ,并 和 理 肌 珍宝 , 令 百 胡 伟 左 

右 , 群 胡 罗 拜 于 下 ,六 福 于 天 。 禄 山 包 陵 牲 率 , 诸 正 击 

喜 , 歌 舞 , 至 局 而 散 。 

笔者 曾 对 申 《4 朝 晤 念 载 ? 卷 三 所 记 河 南 府 立 德 态 等 处 只 谭 的 

祭礼 情形 , 指 吕 上 述 记 载 实 为 安 禄 山 与 裔 人 侍 礼 定神 的 活 

动 i?)5 这 条 材料 员 扼 记录 在 安 禄 山 任 范本 . 平 卢 两 竹 度 使 

以 后 ,地 点 当 在 幽 州 。 如 果 安 禄 山 在 幽 州 时 仍然 每 年 举行 

妹 礼 被 神 仪式 , 则 更 可 以 推测 其 在 营 州 时 也 同样 登 年 举行 

同类 的 球 祠 活动 、 巾 此 看 来 ,不论 在 幽 州 还 是 营 州 ,在 胡 人 

过 实 胡 出 宙 迹 * 交 后- 

1L2 3 莫 闲 加: 安 春 的 种 族 与 宗 数 傅 俐 》,239--240 页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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聚居 区 或 明 人 集团 内 部 , 群 一 直 保持 着 宕 教 信仰 ,这 是 胡 人 

夷 落 首 领 保持 共 本 民 族 甘 吏 万 的 - -和 有致 方 法 。 

总 结 一 吓 

由 于 史籍 和 出 土 文献 关于 票 特 人 的 记载 不 够 系统 ,有 

时 所 记 是 一 个 特殊 的 人 物事 迹 , 有 时 旺 有 关 一 个 部 藩 或 一 

个 商 团 ,还 有 时 是 关于 一 个 或 一 批 桶 得 艺术 家 的 活动 记录 。 

单一 的 史料 记载 并 不 能 说 明 标 特 聚 落 的 存在 ,但 如 果 我 们 

把 零散 的 史料 按 呈 域 排列 出 来 , 则 可 以 看 出 大 多 数 人 华 票 

特 人 最 早 不 是 个 体 ,而 是 集体 牛 存在 内 落 当中 的 。 

粟 特 人 法 着 他 们 经 商 的 路 线 由 西向 东 进 人 塔里木 僵 

地 ̀  河 西 走廊 .中原 北 方 .于 古 高 原 等 地 区 。 他 们 东 来 贩 易 ， 

往往 结伙 而 行 . 少 者 数 十 人 ,多 者 数 百 人 ,并 有 是 拥有 武装 以 

自 保 。 他 们 党 传统 的 经 绸 之 路 东 符 ,有 的 在 一 些 居中 点 留 

居 下 来 ,形成 自己 的 聚落 ,或 在 可 以 生存 的 地 点 建立 殖民 

地 :有 的 继续 东 行 , 去 寻找 新 的 立 脚 点 。 这 些 桶 特 聚 落 ,由 

少 到 多 ,由 能 变 强 ,在 农耕 地 区 , 称 为 聚落 ;在 游牧 地 区 , 则 

为 部 藩 。 

通过 以 上 论述 ,我 们 不 难看 出 一 条 桶 特 人 所 走出 的 丝 

绸 之 路 。 这 条 道路 从 西域 北道 的 据 史 德 . 龟 兹 、 般 着 .高 上 虽 、 

伊 州 ,或 是 从 南 道 的 于 疗 . 且 本 .五 城镇 , 进 人 河西 走廊 ,经 

敦 帮 .酒泉 张掖 ,武威 , 青 东 南 络 原 州 ,人 长 安 .洛阳 ,或 东 

砂 的 灵 州 .并州 去 州 万 至 顷 州 . 萤 州 ,或 者 从 和 次 阳 经 卫 、 相 、 

瑶 . 邢 . 恒 . 定 等 州 ,而 达 因 州 . 营 州 。 在 这 条 道路 上 的 各 个 

主要 城镇 , 票 特 人 几乎 都 留 下 了 遗迹 , 黄 至 形成 聚落 。 



划 特 大 的 东 还 ,主要 是 商业 和 的 原因 ,所 以 从 三 国 西晋 

时 ,真正 的 药 特 沿革 就 见于 记 和 愉 。 以 后 票 特 本 士 所 在 的 中 

王政 治 形势 多 变 , 菜 特此 族 受 到 咏 .突厥 .大 食 等 势力 的 

侵袭 ,其 侍 同 家 被 占领 ,更 促使 大 批 昔 竺 人 东 来 中 同 。 他 们 

有 的 进入 江北 突 朗 并 国 , 有 的 人 仕 北魏 .北齐 .北周 .隋唐 各 

级 军政 机 构 ,而 以 从 军 者 居多 .位 哥 特 人 的 商业 本 性 使 得 

他 们 : 直 以 商业 民族 的 形象 活跃 在 中 国 中 韦 社 会 当中 。 票 

特 人 随处 而 羽 , 堪 成 聚落 ,一 部 分 人 肯 继 续 东 行 ,形成 新 的 

束 落 。 这 些 皮 落 出 胡 人 集 财 首领 萨 室 (原意 为 队 商 首领 ) 主 

持 , 由 于 大 多 数 栗 特 人 伟 泰 票 特 传统 的 只 教 ,所 以 取 落 中 往 

往 立 有 只 福 。 萨 室 即 成 为 栗 特 聚落 中 的 政教 大 首领 。 北 朝 

隋唐 政府 为 了 控制 这 些 胡 人 聚落 ,把 萨 室 纳 和 中国 传统 的 

官僚 体制 当中 ,作为 视 流 外 官 ,专门 授予 衣 人 首领 ,以 控制 

胡 人 取 落 。 北 朝 隋 让 的 中 央 政 府 对 票 特 聚落 的 控制 有 一 个 

齐 长 的 过 程 ,在 北朝 早期 ,大 多 数 聚 落 不 受 政 府 约束 ,有 其 

的 记载 也 就 较 少 。 以 后 用 任命 萨 宝 为 政府 官员 的 方式 来 近 

制 栗 特 襄 落 ,到 唐 朝 建立 时 ,把 下 式 州 失 中 的 胡 人 聚落 改作 

多 里 ,如 西 州 的 风化 乡 安乐 里 、 载 煌 的 从 化 多 之 类 。 而 位 于 

填 帝 国 周边 地 区 的 一 些 地 人 聚落 ,如 六 胡 州 .柳城 等 地 , 基 

本 上 丘 维 持 着 衣 人 到 落 的 原状 。 

进入 中 国 范围 的 票 特 人 ,也 受 香 中国 的 政治 变动 的 强 

负 影 响 。 才 六 国 到 北朝 ,河西 的 控制 力 较 弱 ,大 量 栗 特 胡 人 

聚居 在 河西 和 走廊。 北朝 末 年 至 唐 初 , 突 上 剖 盛 ,天 量 栗 特 人 

进 人 漠 北 地 区 。 唐 朝 建 立 后 ,不 少 桶 特 人 人 仁 唐 朝 ,而 唐 朝 

的 统一 也 为 票 特 人 的 经 商 活 动 创造 了 条 件 , 栗 特 人 及 其 襄 

落 的 分 布 更 为 广泛 ,长 安 和 党 阳 成 为 桶 特 人 的 聚集 地 ,而 武 

则 大 居 洛 阳 期 间 .也 是 栗 特 人 玉 集 洛阳 的 时 代 。 安 禄 出 . 史 

避 羯 粕 浊 践 出 凡生 莹 糊 课 避 扫兴 



忠明 起 家 柳城 , 背 州 成 为 菜 特 人 的 新 家 固 ,山寺 宾 禄 山 的 经 

营 ,河北 地 区 成 为 静 人 疝 往 之 地 , 安 史 配 后 , 唐 朝 出 现 排 斥 

划 人 的 情绪 ,大 量 杜 特 胡 类 迁居 河北 ,加重 了 河北 的 化 倾 

向 ,也 增加 了 河 臣 湾 镇 的 力 是 ,而 加 人 到 晚 唐 强 劲 的 北方 民 

族 涉 陀 部 的 壬 特 人 .又 成 为 匡 代 革 朝 的 中 坚 , 其 奎 像 右 敬 瑞 

那样 当 上 了 了 皇帝。 

( 原 载 4 国学 研究 和 第 6 着,19399 年 } 



北朝 隋 良 村 特 么 落 的 内 部 形态 、 

本 文 的 目的 ,是 探讨 聚 特 人 "汉化 "以 前 桶 特 训 落 的 情 

总 , 即 这 种 请 人 巢 落 被 北朝 聘 唐 中 央 或 地 方 政 府 打 履 .整编 

为 允 里 以 前 , 基 内 部 形态 问题 。 因 为 在 这 种 聚 泣 形 态 下 , 聚 

特大 生活 在 自己 的 殖民 地 中 ,虽然 与 外 界 有 联系 ,但 汉文 的 

直接 记载 很 少 ,大 量 的 票 特 墓志 和 汉文 文书 的 记录 ,大 多 是 

他 们 已 经 被 编 为 乡里 以 后 的 材料 .如 西 州 的 崇 化 少 和 沙 州 

的 从 化 多 ,以 及 长 安 .洛阳 的 栗 特 人 ,从 严格 意义 上 说 ,这 些 

聚 特 人 已 经 不 是 生活 在 票 特 涌 落 当中 .而 是 由 桶 特 聚 落 改 

变 的 唐 朝 乡 里 组 织 ,或 者 已 经 散居 城乡 当中 。 

笔者 曾经 利用 中 国史 书 . 各 地 出 土 的 汉 衣 和 全 六 语文 

书 . 汉 文 石 刘 文字 等 材料 ,勾画 出 票 特 人 从 票 特 本 土 到 中 国 

东北 营 州 的 迁徙 路 线 。 他 们 经 过 塔里木 盆地 南北 道 的 状 

勒 . 据 史 德 . 温 宿 、. 拨 换 、 龟 兹 .天 者 .吐鲁番 .或 于 曙 . 旦 林 、 

楼 兰 ,到 达 敦 煌 ,然后 洛 河 西 走廊 的 常 乐 酒泉. 张掖、 武威 

东 行 ,经 固原 ,到 唐 朝 的 都 城 长 安 或 东 都 洛阳 ,从 洛阳 东 行 

* 素 京 所 用 史料 出 处 的 缩 格 诸 同 f 北 胃 篆 雪 取 特 人 之 迁徙 及 其 说 落 》 一 文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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灿 西 恬 夺 了 导 

澡 工 2 

北上 ,经 卫 州 ( 衣 县 ) .相州 ( 安 附 )、 魏 州 ( 大 名 北 ) . 邢 州 5 邢 

台 ) . 定 州 ( 定 县 )、 兰州 (北京 ?可 以 到 营 州 ,或 埋 从 过 起 东 

行 ,经 六 胡 州 .太原 . 屠 门 ( 代 有 只 ) 随 州 ( 灵 后 ). 也 可 以 到 达 

河北 重镇 山 州 ,在 中 国 北 境 丝绸 之 路 上 的 这 些 城镇 ,都 有 聚 

特 人 的 足迹 , 蜡 呈 大 多 数 地 点 都 有 聚 特 人 的 聚落 !2 笔者 

在 后 -- 篇 文章 中 不 虑 其 烦 地 把 有 关 的 文献 材料 汇集 起 米 ， 

是 考虑 到 一 个 地 点 的 材料 不 足以 赔 明 整个 粟 特 聚 落 的 内 部 

情 痪 , 伍 把 各 个 地 点 上 的 因素 集合 起 来 ,或 许可 以 将 涡 整 个 

聚落 的 情况 。 

但 是 ,由 于 《北朝 隋唐 票 特 人 之 迁徙 及 其 聚落 》 简 幅 已 

经 很 长 ,所 以 并 设 有 来 得 及 详细 探讨 有 关 票 特 聚 落 的 内 部 

形态 ,但 在 该 文 的 结论 里 , 马 经 把 对 于 聚 特 聚 落 的 内 部 情形 

和 变迁 情况 的 考虑 做 了 概述 :“ 票 特 人 沿 着 他 们 经 商 的 路 线 

由 西向 东 进 人 塔里木 盆地 .河西 走廊 .中原 北方 . 绽 古 高 原 

等 地 区 。 他 们 东 来 珀 易 ,往往 结伙 而 行 , 少 者 数 十 人 ,多 兰 

数 百人 ,并 且 拥 有 武装 以 自 保 。 他 们 落 传 统 的 丝 绩 之 路 东 

行 . 有 的 在 一 些 居 员 点 留 居 下 来 .形成 自己 的 聚落 ,或 在 可 

以 生存 的 地 点 建立 殖民 地 ;有 的 继续 东 行 ,去 寻找 新 的 立 脚 

点 。 这 些 栗 特 聚落 ,由 少 到 网 ,由 能 变 强 , 在 农耕 地 区 , 称 为 

聚落 :在 游 煞 地 区 , 则 为 部 藩 . “对 特 人 的 东 迁 ,主要 是 商业 

上 的 原因 。 以 后 村 特 本 土 所 在 的 中 亚 政治 形势 多 变 , 更 促 

使 大 批 票 特 人 东 来 中 国 。 粟 特 人 随处 而 居 ,形成 聚落 ,一 部 

分 人 再 继续 东 行 ,形成 新 的 聚落 。 这 些 聚 藩 由 胡 人 集 困 首 

{ 1 ]】 荣 新 江 k 西 城 杖 特 移民 陈 蒂 考 》, 马 大 正 等 编 t 西 域 考察 与 研究 》 ,新疆 人 民 

上 出战 持 ,1994 年 ,157- 一 172 页 : 避 比 朝 降 让 由 特 人 之 还 往 及 其 斑 落 这 国学 

研究 4 第 6 郑 , 北 京 太 学 出 版 社 ,1999 年 :27 一 站 页 。 



领 萨 宝 (又 作 萨 保 , 萨 甫 ,原意 为 队 商 首领 ) 主 持 , 由 于 太 允 

数 栗 特 人 信奉 栗 特 传统 的 钙 教 ,所 以 聚落 中 往往 立 有 旗 祠 。 

上 陆 宝 即 成 为 村 特 育 落 中 的 政教 大 首领 。 北 朝 隋 唐 政 府 为 了 

控制 这 些 胡 人 到 落 ,把 萨 宝 纳 人 中 国 传统 的 官 企 体 制 当 中 ， 
作为 视 流 外 官 ,专门 授予 胡 人 首领 ,以 控制 胡 人 公 落 。 北 部 
隋唐 的 中 央 牙 府 对 票 特 乐 落 的 控制 有 一 个 漫长 的 过 程 , 在 

北朝 早期 ,大 客 数 紧 落 不 受 政府 约 划 ,有 关 的 记载 也 就 较 

少 。 以 后 用 任命 萨 宝 为 政府 官员 的 方式 来 控制 栗 特 取 落 ， 
到 唐 朝 建 立时 ,把 正式 州 县 中 的 裔 人 到 落 改作 乡里 ,如 西 州 

的 尝 化 乡 安乐 里 、 鼓 伯 的 从 化 乡 之 类 。 而 位 于 唐 帝 国 周边 
地 区 的 一 些 胡 人 了 落 , 如 六 胡 州 .柳城 等 地 ,基本 上 维持 着 
胡 人 襄 落 的 原状 。" [1 这 些 观点 主要 旦 从 对 该 文 引用 的 文 
献 材 料 的 分 析 而 得 出 的 , 尚 竺 详细 论证 。 举 运 的 是 ,这 项 由 
于 其 他 工作 而 拖延 下 来 的 研究 淋 题 ,由 于 近年 来 的 考古 发 
现 而 得 到 强 有 力 的 印证 ,而 且 考 古 资 料 大 大 丰富 了 我 们 所 
罗 探 讨 的 粟 特 聚 落 的 内 部 状况 。 

1999 年 了 月 山西 太原 发 现 的 广 弘 墓 和 2000 年 5 月 陕 
西西 安 发 现 的 安 策 曹 , 是 迄今 为 止 中 国 发 现 的 有 关中 亚 人 
或 票 特 人 的 最 重要 的 摹 莫 。 

据 莫 志 记 载 , 虎 弘 是 危 国人 。 鱼 国 在 史 藉 中 没有 记载 ， 
从 他 祖上 和 本 人 原 是 中 亚 柔 然 帝 国 的 官员 来 看 , 鱼 国 是 中 
亚 欧 一 个 国家 。 巾 弘 出 使 过 波斯 , 吐 谷 深 . 月 氏 ( 今 阿富汗 ) 
等 地 ,后 进 人 中 苦 王 朝 , 担 任 太 原 等 荆 个 州 的 “ 检 校 萨 保 府 ” 
官员 , 即 中 央 政 府 派 驻 太原 管理 胡 人 聚落 者 , 死 于 隋 开 皇 十 
二 年 {592)。 从 安 伽 的 名 字 和 他 来 自 河西 栗 特 人 聚居 之 地 

【1 《有 北 刘 忆 良和 特 人 之 迁 往 及 共 靡 落 ?》 ,的 一 720 页 -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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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 装 , 可 以 肯定 他 是 浴 自 中 亚 袍 同 (Bukhara) 的 莫 特 人 。 北 

周 风 他 问 师 ( 院 西天 荔 ) 萨 保 , 即 中 央 政 府 任 命 的 邮 州 地 区 

的 明 人 聚 洲 首领 , 死 于 大 象 元 年 (379)。 这 两 个 莫不 代 足 日 

前 中 国 发 现 的 有 确切 纪年 的 最 民 的 中 亚 胡 人 幕 藉 ,而 且 两 

个 石 达 王 的 对 像 且 有 明显 的 只 教 美 术 特 征 , 其 宗教 内涵 引 

起 学 者 们 的 高 度 重视 [小 

这 两 座 幕 的 发 现 ,也 确证 了 此 前 发 现 的 几 个 类 似 的 厂 

榕 床 !22 应当 都 是 北 彰 至 唐 初 的 朝 特 胡 人 墓葬 出 土 物 ,很 

可 能 就 是 当地 胡 人 聚落 首领 萨 保 的 香 芋 。 这 些 净 料 包 括 

20 世纪 初 河 南安 中 出 土 而 堵 分 散 藏 在 巴黎 、 科 隆 , 波 十 顿 、 

华盛顿 的 票 特 六 棺 ,其 年 代 在 已 知 的 同类 右 棺 中 最 早 1343 

日 本 Miho 美术 馆藏 传 山西 出 土石 棺 ,年 代 在 北朝 后 期 541; 

1971 年 山东 益 者 发现 的 北齐 石 檀 1541982 年 甘肃 天 水 发 现 

的 一 套 石 棺 ,年 代 在 北朝 晚期 或 隋 代 !6l 这 些 出 自 陀 西 、 

{ IT] 陕西 省 尊 占 研究 所 《西安 发 现 的 北周 实 俩 莫 》, 过 文物 》2001 年 第 1 期 ,4 一 匠 

贞 { 以 下 简称 & 安 佑 莫 简 报 3) ;山西 浓 考 占 研 究 所 等 & 太 原 隋 代 麻 弘 莫 清理 

简报 } ,人 癌 上 举 贞 ,27 一 52 页 (以 下 简称 & 谋 世 诈 简报 ?》)》。 

f 2] 按 这 些 奶 人 昔 基 的 藉 具 形制 不 -- ,有 的 作 转 屏 石 枫 状 ,有 的 则 和 北 狐 以 来 

的 石 彬 床 彬 似 , 尝 术 界 淹 此 类 三 具 的 命名 尚 有 争 访 ,本立 币 征 考古 党 的 研 

帘 ,和 而 只 是 天 用 这 些 大 其 上 的 图 像 资 料 .所 以 姑且 复 统 称 立 汶 " 右 榨 床 "。 

[ 3 了 让 Scaglia,“Cemral Aniana on ma Northuern (Ch ji Gate Shrine" ，drziiurs deima ，XXL， 

1958， 印 -各 i 善 伯 勤 4 安阳 北齐 石棺 床 画 像 石 的 图 像 考察 与 人 华电 特 人 

的 狼 痢疾 下 全 艺 术 史 研究 和 第 工 辑 ,1999 年 , [541 一 186 五- 

[4 直 . 工 ， Jaiano and 各. Termer， ”Cultural Crosanmada， Central Asian and Chineae 

Entestainprs on 山 e Miho Funerary Conch”，Triemtarions ，Ouetober 1997.， pp.372 一 

38; 同 作者 # 录 床 屏风 ,Miho Massamg 图 录 》.2000 年 ,247 一 257 页 { 以 证 简 

称 《 wiiho 图 录 》)。 

【了 ] 下 各 采 《 益 都 北齐 石室 蔓 线 刻画 橡 》,.4 文 物 ?1985 年 第 1 期 ,得 有 4 页 (以 

下 简称 《 益 都 莫 简 报 罗 ) 

[6] 天 来 市 博物 铺 & 天 水 市 发 现 隐 南 翌 风 石 炉 床 此 9$ 海 古 $1092 年 第 1 蛆 ， 

得 一 下 下 (以 下 简称 & 和 天 水 束 简 抠 攻 ) 。 



河南 ,山西 . 胡 看 .出 东 等 不 同 地 域 的 石 祝 率 , 共 上 商 所 氏 刘 

的 图 像 却 有 许多 蛋 人 的 相位 这 处 -这些 右 管 的 主 大 ,有 的 

足 粟 符 育 落 首 领 ,有 的 旦 管 埋 权 特 聚落 的 官员 ,表明 它 们 友 

足 的 是 网 样 的 观念 ,特别 在 表现 则 常生 泊 方 向, 可 以 说 是 村 

特 聚 落 内 部 形态 的 生 实 体现 。 

以 下 结合 文献 和 处 像 两 方面 的 资料 ,来 探讨 分 析 划 特 

聚落 的 内 部 形态 。 我 们 所 庚 讨 的 紧 特 聚落 ,是 指 只 有 自 

治 性 质 的 移居 地 ,但 从 自治 聚落 到 中 央 或 地 方 官府 控制 以 

后 的 胃 大 给 成 的 乡里 之 问 ,有 时 会 有 个 过 渡 阶 段 ,其 至 西 者 

在 文献 材料 中 不 易 区 分 。 此 外 ,楼 特 聚 沙 消 艇 后 , 葛 特 人 在 

宗教 文化 ,生活 习俗 方面 朋 时 还 保持 着 他 们 在 襄 落 中 生活 

的 形态 ,因此 ,这 些 资料 也 旦 我 们 讨论 药 特 聚落 时 所 不 点 扬 

弃 的 。 

一 、 宋 特 聚 汪 的 首领 一 一 萨 保 

文献 记载 村 特 阳 落 的 首领 是 “ 萨 保 ”, 此 词 来 源 于 票 特 

文 的 s mp'w, 本 意 是 指 " 钛 商 首 领 ”, 延 伸 为 队 商 所 彤 成 的 

阳 落 上 的 政教 兼 理 的 胡 人 大 首领 的 意思 144 聚落 来 源 于 

商 汰 ,中 十 时 期 陆 上 丝绸 之 路 的 商 队 ,因为 变 在 克服 自然 环 

境 所 带 来 的 困难 的 同时 ,还 要 防止 十 菲 的 打 势 ,所 以 往往 动 

辑 数 百人 一 道行 动 , 一 同居 止 , 佛 经 中 有 一 百 商 人 和 和 盗 故 

[1Tj 青 困 手 & 光 区 下 语 急 焉 并 国人 赴 由 1 工 站 3 第 了 郑 第 2 号 ,1989 年 ,168 一 

171 贞 ;: 美 们 项 # 论 贞 巾 训 天 与 敦煌 访 才 ?世界 宗教 研究 》1953 年 第 ! 期 ， 

2 一 5 页， 有 美 萨 保 的 售 兴 ,学 办 是 肌 争 说 ,笔译 将 另 误 详 论 . 此 不 般 述 ， 

115 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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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 , 唱 然 不 是 确切 的 实数 .但 反 且 的 就 是 这 种 数 百 人 一 起 行 

动 的 情况 。 
从 敦煌 发 现 的 票 特 文 古 信 札 来 看 ,公元 四 岂 纪 初叶 和 进 

人 河西 息 廊 的 梨 特 人 ,就 是 由 萨 保 (s" rp"w 统 领 的 ,在 这 些 

桶 特 队 商 所 形成 的 束 落 中 , 右 他 们 供奉 的 宝 祠 ,管理 者 为 萨 

保 于 下 的 旗 神 主 [D 
正史 记载 萨 保 最 早出 现在 北齐 时 , 见 《 队 书 》 卷 一 七 《 百 

官 志 》 记 后 齐 官 职 : 鸿 肪 寺 之 * 典 客 署 ,又 有 京 色 萨 肃 二 人 ， 
诸 州 萨 青 一 人 ”。 但 唐人 曹 志 在 追 述 先祖 官位 时 ,常常 说 到 
某 人 曾祖 或 祖父 在 北 犁 时 已 手 萨 室 , 如 《 安 万 通 墓志 》 称 : 

“大 魏 审 王 ,高 祖 但 奉 使 人 刘 ,…… 位 至 摩 启 萨 宝 。" [2] 又 

如 k 康 阿达 墓志 》 称 :“ 祖 拔 达 , 梁 使 持 节 对 骑 大 将 军 . 开 府 仪 

同 三 司 . 凉 甘 瓜 三 州 诸 军事 . 凉 州 蜂 保 。" [31 康 拔 达 以 凉 州 

萨 保 身 份 上 而 接受 南朝 梁 的 官职 , 陈 国 灿 先生 推测 是 在 北 瑶 
未 叶 {141 《元 和 姓 繁 ? 辑 本 " 安 姓 "下 “ 姑 减 凉 州 " 条 记 :“* 后 

黎 安 难 陀 至 补 盘 族 罗 , 代 居 凉 州 ,为 萨 宝 。" 武 威 安 氏 是 唐 朝 

的 太 姓 ,此 处 所 述 世 系 ,应 当 比 墓志 的 记 我 可 靠 , 似 表 明 萨 

保 一 职 的 出 现 , 是 从 北魏 时 开始 的 。 这 种 看 法 得 到 了 新 出 
吐鲁番 文书 的 有 力 支 持 , 阿 斯 塔 那 524 号 幕 出 土 《高 虽 永 平 

二 年 (550) 上 二 月 讲 日 蝙 部 班 未 为 知礼 人 上 名 肥育 罚 事 》 记 

f 1 】 茉 新 江 怀 教 初 传 中 国 年 伐 考 $. 国 学 研究 ?第 3 了 卷 ,北京 大 学 出 版 社 .1995 

年 :341 页:Sima - 鸡 iliarra, “The Sogdian Merchanta mm 人 hina and Iria”，Cine e 

GTE rr es EnG aa Train 了 rr ，o 叫 ， 丰 Cadomnna “了 ，ELaricotti， 

Titpnze 1996，Pp.49 

【2 ] $4 补 赴 江 册 ,129 130 页 。 

[3] 4 汇编 3124 页 。 

【+ 】 陈 国 灿 《 魏 晋 至 隋唐 河西 衣 人 的 课 居 与 火 怀 数 ?》 ,西北 民族 研究 y1988 年 第 

1 期 .20s 页 - 



有 有 “ 萨 洲 ( 短 }DC] ”5 这 里 的 “ 萨 夭 ”, 即 北朝 了 唐 史籍 中 

的 萨 保 . 萨 青 . 萨 室 , 这 - :点 在 学 考 间 已 无 异议 。 商 昌 王 同 

的 制度 模仿 自 中 原 王 朝 . 因 此 记 有 陕 保 之 制 。 由 此 可 见 , 萨 

保 作 为 一 种 中 原 王 辆 中 央 或 地 方 官 时 .地方 王 国 的 际 官 ,点 

当 出 现在 六 世纪 前 尘 的 北魏 时 期 。 

把 朝 人 聚落 首领 任命 为 虫 诗 租 员 ,并 肯 其 原 语 的 称呼 

一 一 葡 保 " 米 作为 官 名 ,有 既 表 明 北 魏 王 朝 开 始 对 胡 人 于 落 

加 以 控制 ,同时 以 继续 任用 胡 人 聚落 首领 的 方式 ,保持 了 桶 

落 的 握 治 性 质 , 萨 保 既 是 衣 人 首领 ,同时 开始 成 为 中 央 或 地 

方 政 府 的 官员 。 从 北魏 以 后 ,北齐 .北周 .高 号. 隋 朝 , 萨 保 

一 职 除 史 籍 记 载 外 .常常 匈 于 墓志 和 文 节 !21《 康 元 向 昔 

志 ? 称 :“ 父 作 相 , 齐 九 州 摩 河 大 萨 宝 , 寻 改 授 龙 骤 将 军 。” [3] 

齐 都 于 邮 , 九 州 摩 订 大 萨 宝 或 许 赴 指 负责 高 齐全 国 胡 人 政 

教 事务 的 最 高 首领 , 康 作 相 应 当 同 时 也 是 北齐 都城 的 胡 人 
聚落 首领 。《 惠 部 造像 记 $》 记 后 周 宣 政 元 年 (378) 定 州 有 萨 

十 !44《 翟 突 续 墓志》 称 :“ 父 装 , 摩 订 大 耶 宝 、 薄 锅 比 

多 .51 从 突 闭 卒 年 七 十 推 之 ,其 公 为 大 萨 宝 , 当 在 北齐 、 

【1 ] 《 叶 伍 番 误 书 ?》 达 ,135 页 1 旺 答 番 文书 ?二 ,45 一 47 页 。 

[>] 有 的 基 志 的 追 壕 吡 举 不 住 的 ,如 g 电 订 驶 昔 志 3 称 :相思 , 周 京 师 此 和 宝 . 酒 振 

县 对。 全 固原 ?69 页 )} 避 . 攻 史 铁 俱 其 志 》 也 说 :"* 兽 祖 族 思 , 周 应 师 摩 河 莅 

宝 . 酒 泉 县 全 。 起 加 原 咎 2 让 ) 中 本 因为 史 铁 条 之 父 ,所 以 两 志 中 的 总 和 过 

岂 实 为 阿 一 人 ,他 也 就 昆虫 射 甸 莫 点 ?所 说 的 “ 父 斌 释 "。 但 这 组 功 卡 中 最 

早 的 5 于 射 钾 吉 # 说 他 “* 睹 跤 年 状 ,着 此 定 途 "性 园 上原》$13 页 ) ,表明 根本 就 设 

有 做 过 官 。 

【3 1 《 北 园 #15 册 ,193 页 区 洛阳 站 ,15 页 必 汇 编 附 性 38 册 , Mo.7661 汇 编 3571 

页 。 氢 ,“ 天 州 "之 " 思 " 字 , 尘 家 录 文 作 缺 字 , 击 损 《 辑 强 》330 页 所 刊 图 版 

补 。 

[4] 和 转 红 自 王 伸 毕 ft 北周 六 典 $ 郑 阿 ,中华 书 局 ,1979 年 ,163 页 。 

【5s] 赵 万 下 f 魏 晋 南 北朝 莫 点 集 芋 ?着 五 , 较 版 484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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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周 之 际 1《 康 芍 莫 志 》 称 :“ 父 和 , 缚 定 州 萨 襟 。 :21 阿 

斯 塔 堵 331 号 嫩 出 上 《 栅 昌 义 和 和 六 年 (1619) 们 延 等 会 付 老 

床 荣 》, 记 商品 国 未 年 仍 有 “”* 萨 薄 ! 短 ) 口 口 "034 可 见 这 种 

制度 -一 百 延 续 下 洲 。 

在 中 央 或 地 方 政府 势力 所 不 及 的 地 方 , 关 人 到 落 中 的 

萨 保 虽 然 存在 ,但 却 没 有 作为 官 称 出 现 , 史 料 中 提 到 这 类 胡 

人 聚落 的 首领 时 ,往往 就 用 "首领 "或 “大 首领 "的 称 峡 。 敦 

焊 写 本 《永州 伊 州 地 志 》 石 城镇 条 云 " 路 针 部 善 镇 , 隋 乱 ,其 

城 尊 废 。 摧 观 中 (627 一 649) , 康 国 大 首领 康 艳 和 典 东 来 , 居 此 

域 , 骨 人 随 之 , 因 成 聚落 , 亦 品 典 合 城 。" [41 同 卷 仍 州 条 记 : 

“ 隋 示 , 复 没 于 彰 。 虎 观 四 年 (630) ,首领 石 万 年 率 七 城 来 

降 。 "151 《 唐 故 陆 划 州 太 首领 安 痢 ( 蔡 ) 摹 志 》 也 称 安 车 为 

“大 首领 "。 若 是 占据 了 某 个 城镇 , 则 也 有 称 作 “城主 "的 ,如 

唐高宗 与 式 则 天 理 陵 革 芋 石像 题 各 有 :* 播 仙 城 口 ( 主 ) 河 

《 何 ? 伏 帝 延 。 551 

大 象 元 年 (579) 去 世 并 埋葬 的 安 伽 , 其 曹 志 题 “大 周 大 

都 督 同 州 萨 保安 君 墓志 销 " ,是 目前 所 见 最 早 的 萨 保 本 人 的 

材料 。 摹 志文 字 不 长 ,除了 说 明 上 下 述 隋唐 幕 志 忠 述 先 祖 为 

丈 保 的 话 并 非 都 是 无 称 之 谈 , 同 时 也 提供 了 安 伽 本 人 任 共 

保 前 后 的 生平 事迹 : 

[ 1 ) 柴 新 江 《了 及 唐 韦 并 州 的 萨 保 府 与 粟 特 聚 落 》 文物 ?2001 年 第 4 期 ,86 丙 。 

[2 ] 《 峰 绳 3126 页 必 计 - 编 95 页 区 补 踪 36 贡 ,240 页 。 

[13] 《 吓 得 番 文 书 ? 密 ,355 页 ji 上 吐 壮 语 六 -上书 ?三 ,1 页 。 

(4] 池田 课 & 沙 州 图 既 略 考 3》 必 栋 博 士 还 历 记 合 东 弹 史 论 贞 ,东京 一 川 出 版 社 ， 

引 一 93 页 灾 料 录 3 一 , 39 页， 

【5 ] 《县 未 ?40 一 41 页 。 

[6 j 际 周 类 《 唐 载 院 而 像 及 其 衡 名 的 研究 》.《 文 物 集 及 ?第 2 入 ,it9an0 年 ,189 

203 页 。 



君 诞 之 箱 社 , 届 其 早 令 ,不 回流 众 ,不 率 莫 人 尘 , 绩 宣 

朝野 , 郊 礁 里 闲 ,这 除 同 州 萨 保 ， 君 政 抚 亲 合 , 远 浆 窒 

恩 . , 德 盛 位 路, 于 义 斯 在 , 俄 除 大 都 督 上 

显然 , 安 伽 早年 生活 在 明 人 聚落 当中 ,所 以 没有 什么 官职 。 
墓志 说 他 父亲 是 “冠军 将 军 , 导 州 剩 史 ", 西 魏 、 北 周 之 周 州 
在 今 四 川 ,而 安 侈 的 父亲 迁 自 河西 武威 ,所 以 这 里 的 “将 军 ” 
和 “刺史 ”, 以 及 其 母亲 的 “ 吕 松 县 召 ", 患 怕 都 是 安 伽 任 大 都 
督 后 的 追 硅 ,不 是 实 昭 。 但 安 爷 应 当 是 裔 人 首领 之 上 , 所 以 
“ 诞 之 御 社 ”, 而 且 早 在 令 半 。 成 人 后 ,其 事迹 为 朝野 所 知 ， 
并 为 当地 纪 休 推 重 ,所 以 被 北 周 朝廷 任命 为 同 州 的 萨 保 , 即 
同 州 地 区 的 胡 人 聚落 首领 。 以 后 由 于 进一步 的 政绩 ,被 授 
予 天 都 督 的 称号 , 调 此 实 下 U 当 还 是 管理 胡 人 蓝 落 的 萨 保 ， 
所 以 莫 志 中 仍 称 他 为 " 同 州 萨 保 "。 

广 愉 早年 随 父 在 朔 然 任职 ,大 概 在 北齐 天 保 元 年 至 天 
保 五 年 (530 一 554) 间 出 使 齐 国 ,被 扣留 下 来 ,以 后 任职 北 
齐 。 北 癌 武 帝 建 德 五 年 (576) 火 北齐 , 庶 张 转 任 北周 使 持 
节 、 仪 同 大 将 军 . 广 兴 县 开国 从 。 以 后 * 计 充 可 比 大 使 , 划 领 
乡 团 "。 到 “大 象 本 (580 一 581) , 左 还 相 府 , 生 领 并 、 代 、 介 二 
州 乡 困 , 检 校 萨 保 府 "。 随 朝 建 立 后 ," 开 皇 (581 年 始 ) 转 仪 
同 三 司 , 玖 领 左 帐 内 ,镇 摆 并 部 "。 开 皇 十 二 年 (592) 卒 122 

[1 ] 《安全 莫 简 拭 ?》.8 丰 图 七 .25 页 录 文 。 拨 简报 录 义 所 录 " 衬 ", 实 是 “ 惨 " 的 民 

体委 问 " 是 “也 " 的 夷 飞 瑚 式 : 今 改 从 正字 。 

【2 】 墓 表 图 版 见 山 是 省 考古 研究 所 等 &《 麻 到 幕 简报 》,33 页 ,图 -二 。 详 细 解 

说 , 见 张 上 大捷 { 康 弘 蓝 志 考释? ,华新 江 编 & 唐 研究 ?第 7 着 ,北京 大 学 出 版 

社 ,2001 年, 竺 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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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广电 的 事迹 可 以 知道 ,他 不 是 随 胡 人 一道 迁徙 的 队 商 首 
领 或 首领 之 了 ,而 是 作为 使 者 和 人 什 北 齐 .北周 的 ,大 象 未 年 ， 
他 的 正 联 是 “ 领 谋 、 代 、 介 三 州 乡 财 ", 同 时 " 检 校 萨 保 府 "。 
这 里 的 * 检 校 ", 虚 当 是 督察 的 意思 , 即 中 央 政 府 派 到 地 方 上 
痊 察 这 一 个 州 的 订 保 府 的 工作 。 因 此 , 启 是 被 中 央 政 府 
派 去 管理 萨 保 府 的 官员 ,而 不 是 萨 保本 身 。 之 所 以 选择 他 
内 在 此 职 ,当然 是 因为 他 出身 中 亚 , 很 可 能 是 和 票 特 胡 人 同 
属于 伊 计 种, 至少 从 他 的 石 牵 上 的 浮雕 内 容 , 可 以 得 知 他 的 
宗教 信 仙 是 和 栗 特 人 一 致 的 。 

广 弘 蓝 志 还 证 明 ,最 迟 在 北周 末年 , 萨 保 已 经 开 府 设 
职 ,而 此 前 我 们 只 是 从 《 通 典 》 卷 四 十 《 甫 官 ?所 记 * 大 唐 官 
品 " 中 ,知道 荚 宝 开 府 .此 保 府 有 认 正 , 评 祝 、 率 府 . 府 史 等 属 
官 。 现 在 看 来 ,这 些 职 官 可 能 从 北朝 末 就 已 经 有 了 ! 

安 务 和 眶 弘 墓 的 发 现 , 不 仅 在 墓志 所 记 文 字 材 料 方面 
增加 了 我 们 对 萨 保 和 萨 保 府 的 认识 ,而 且 还 给 我 们 提供 了 
丰富 多 彩 的 萨 保本 人 外 交 .商业 活动 的 形象 材料 。 

安 伽 莫 的 主人 是 茧 保 , 它 的 图 像 设 计 和 内 容 最 能 表现 
萨 保 在 栗 特 聚落 中 的 地 位 和 作用 。 姜 伯 勤 先生 有 《西安 北 
周 萨 保安 伽 莫 图像 研究 》 文 ,对 安 伽 乱 的 图 像 程 序 做 了 研 
究 ,他 按照 汉 夯 像 砖 的 成 例 , 认为 整套 石棺 床 从 右 侧 经 后 屏 
向 左 侧 展 开 52) 笔者 的 看 法 有 所 不 同 ,以 下 试 做 探讨 。 

面 对 石 祠 正面 的 后 屏 , 一 共 由 六 块 石板 组 成 ,每 块 石板 

[1]】 著 伯 勤 f 荚 宗 府 制度 论 略 》 坟 华 学 ?第 3 辑 ,1998 年 ) 和 罗 丰 《与 宇 : 一 个 此 朝 

队 一 外 来 官职 的 再 考察 洒 4 唐 研 究 ? 第 4 卷 ,1998 年 ,部 探 讨 了 萨 保 府 的 阿 

题 ,位 仍 需 要 据 新 发现 的 杜 料 于 以 重新 解说 。 

【21 2001 年 5 月 作者 末 判 稿 抑 术 ,特此 致谢 ， 以 下 引用 此 文 同 此 。 



上 和 分别 对 刻 图 像 上 5 

位 于 芷 中 的 网 起 石 魏 

的 左边 - - 幅 , 应 当 是 墓 ， 

主人 , 即 萨 保安 休 生 前 
与 其 大 人 宣 饮 久 ( 图 

8)。《 安 向 昔 简 报 少 对 

此 男 描 述 如 下 :第 3 

枉 为 局 家 人 赛 恢 因 。 赂 

咎 一 座 传 统 中 国 式 吐 

山顶 姓 檐 字 式 建筑 , 斗 

持 结 构 , 雕 染 夯 栋 . 色 

彩 鲜 攀 。 亭 内 置 柚 一 

张 , 枫 为 双 带 门 座 , 内 

置 会 状 器 物 。 栅 正面 

贴 金 , 上 铺 红 色 波 斯 

毯 , 毯 竹 联 珠 纹 图 案 。 

棉 后 亿 有 屏风 ,所 绘 肉 

容 不 详 。 改 上 上 汲 丙 人， 

一 男 一 辫 ,做 为 幕 主 天 

妇 。 其 中 男 主人 居 右 ， 
卷发 , 身 着 贺 领 浅 色 图 8 安 戎 石 芒 夫妇 误 饮 男 

袍 . 腰 东 黑色 组 金 带 ， 

左手 持 高 足 标 , 肝 下 支 一 个 订 徊 , 届 左 腿 而 坐 ,右手 伸 食 指 

和 似 正 与 妻子 闲聊 。 女 主人 居 左 , 慈 眉 善 月 , 盘 发 , 身 普 圆 领 

东 胸 长 乌 ,所 红色 久 , 疏 手 执 高 足 标 ,盘腿 而 坐 , 恭 听 男 主人 

T11 《安全 盘 租 报 ,1 页 ,图 -… 八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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吟 只 . 亭 侧 有 加 廓 ,时 后 有 七 叶 椅 等 , 远 上 既 群 由 相连 。 亭 外 

右 侧 石 台 上 上 立 一 男 仆 ,一半 隐 人 画 框 由, 身 基 黑 色 长 袍 , 领 、 

襟 . 蔓 必 下 捍 雏 边 , 腰 东 黑色 久 金 带 , 脚 路 黑 新 ,怀抱 酒 

缸 ,侧身 , 殖 时 准备 照应 主人 。 左 侧 石 会 下 立 两 侍女 ,前 者 

头 操 冯 蜂 , 身 着 圆 领 黑 红 指 间 桌 胸 长 裙 , 拨 红 色 郧 .右手 执 

开 出 传 应 ;后 者 头 挽 双 娩 , 身 着 让 色 衬 裙 . 来 简 红 颖 信 问 长 

志 , 拔 红 色 裔 , 宁 手 传 立 。 亭 亨 有 - 座 拭 桥 , 下 个 桥墩 . 桥 术 

ET 立柱 上 太 横 档 涂 红 彩 ,柱头 及 横 

档 两 端 贴 金 , 桥 栏 镶 挡 板 , 红 百 

Ra 彩 相亲 。 桥 下 水 清澈 见 底 。 亭 
Re 站 新 析 这 化 齐 内 后 吕 1 SEE 2 2 51 前 桥 边 人 花草 从 生 。 

到 一 -2 

[rr 天 水 石 柑 后 屏 是 五 块 石板 
IN 辐 的 图 像 (图 9), 正 中 一 幅 与 上 述 
RN 人 安 名 本 的 这 一 两 构图 完全 - 
玖 | 二 六 SN 样 ,图 的 上 部 是 -- 葡 山 式 厅堂 

建筑 , 厅 辣 陈设 四 形 连 栅 , 下 部 
饰 以 检 拇 形 壶 门 , 桐 中 间 置 一 
低 案 ,上 盛 放 标 盘 食品 。 床 权 
中 央 盘 腿 坐 一 肥胖 男人 , 床 边 
垂 足 坐 - -女子 , 似 为 夫妇 ,两 人 
摔 杯 对 饮 , 有 一 侍女 右手 提 一 
酒 老 站 在 床 边 。 下 部 是 一 条 小 

图 9》 天 水 石 术 夫 妇 训 饮 图 河 ,一 座 批 桥 跨 过 河床 ,桥头 正 
寻 对 着 厅 门 53)。 

[ 1] 二 安 佑 切 简 报 》,14- -15 页 ,图 二 四 一 一 开 。 
[> 】 攻 天 求 监 简报 》 ,5 一 人 1 丙 , 辐 版 其 :5; 图 二 :6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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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0 成 弘 石棺 夫妇 究 饮 图 

磺 弘 墓 后 壁 居 中 部 位 的 石板 雕 绘画 面 ,也 是 正 对 着 梓 
姜 , 和 而 上 且 是 所 有 图 案 中 面积 最 大 .人 物 最 网 的 一 幅 图 千 ( 图 

10)。 一 个 大 秆 帐 中 间 有 一 亭 台式 的 小 建筑 , 亭 前 平台 上 ， 
誉 着 蔓 主 人 夫妇 , 作 相 下 对 饮 状 。 在 二 人 中 间 ,有 一 盛 满 物 
的 大 盘 。 在 二 人 后 侧 , 各 有 两 名 男女 侍者 ,两 两 相对 。 主 人 
和 侍者 面前 的 场地 上 ,有 六 名 男子 组 成 的 乐队 ,中间 一男 
子 正在 跳 胡 腾 舞 [1 可 见 , 广 弘 幕 的 图 像 与 安居、 天 水 莫 
不 同 ,增加 节 乐 多 的 形象 ,而 这 种 图 像 ,又 见于 Miho 所 藏 石 

11] 《 弄 弘 总 简报 ?$ ,37 一 强 页 .图 一 妃 、 下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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琐 告 于 者 

各 二 24 

棺 上 11 

攻 以 上 这 些 图 像 资 料 ,我 们 可 以 看 出 , 萨 保 居于 中 心 位 

置 ,他 所 居住 的 建筑 物 , 有 中 国 式 的 区 出 硕 厅 党 ,也 有 放牧 

必 族 的 年 帐 , 这 是 东 浅 甘 特 人 分 草 生 医 在 汉 地 和 游 笋 汗 国 

当中 的 反映 。 其 中 中 国 式 建筑 的 前 末 ,都 有 流水 和 桥梁 ,如 

果 我 们 得 像 一 下 当年 位 于 敦煌 城 东 .甘泉 水 { 今 觉 河 ) 边 的 

票 特 聚 落 , 则 可见 这 些 图 像 并 非 证 有 幅 据 。 这 幅 图 像 表 更 

了 上 萨 保 在 否 落 中 生活 的 场景 和 他 作为 首领 的 核心 地 位 。 

安 个 莫 后 屏 中 间 两 块 石板 的 右面 -一块 ( 图 117, “上 半 

部 分 刻 功 两 个 不 同 民族 的 首领 骑马 相遇 ,热情 招 好 。 左 侧 

人 物 氢 发 , 身 痊 翻领 白色 紧身 长 袍 ,领口 . 襟 .袖口 及 下 摆 饰 

红色 , 腰 束 黑色 镰 金 饰 带 , 骑 马 , 蕊 背 有 兽 皮 鞭 装 ,…… 身后 

立 一 侍从 ,所 发 , 身 着 红色 长 袍 ,右手 持 枪 状 兵器 。 右 侧 人 

物 冻 戴 虚 帽 ,卷发 , 身 着 较 领 红色 紧身 长 袍 , 腰 系 黑色 镶 金 

带 , 腿 如 黑 色 长 靴 , 马 背 有 红 边 黑色 鞍 苦 .…… 身后 立 侍从 

两 人 ,前 者 着 红色 图 领 紧身 袍 , 右 于 握 剑 , 剑 畏 贴 金 饰 ;后 者 

着 黑色 贺 领 紧身 衣 , 任 襟 ,领口 . 襟 及 袖口 为 红色 , 右 肘 内 顽 

刀 。 6 按 , 左 侧 这 种 头 披 长 发 的 人 ,也 昂 于 撒 马 尔 干 的 璧 

画 , 可 以 比较 肯定 地 册 证 为 罕 顾 人 [13 与 之 相对 的 右 全 一 

人 , 头 戴 虚 由 ,同样 装束 的 人 在 安 秀 石棺 各 个 图 像 上 频 质 出 

现 , 笔 者 认为 他 实际 就 是 萨 保 的 形象 。 这 旦 表 现 的 是 萨 保 

骑 马 率 从 人 出 迎 突 厥 来 客 。 

1 1 《Miho 圈 录 ,248 一 249 岳 ,253 页 图 巴 。 

【2 ] 《 深 吉 鞋 简报 ?》,15 页 ,9 让 图 -六 。 

[ 3 】 司 . Azapay，Soertiar Painiing， Te ictoriai 本 玉 扣 Grientar 直 ，with contibu- 

tions hy 生 , 出- Be[enilakii, 日 .TI.Marahuk arrl M.J Dreaden ,Berkeley -Toa Angsdes 一 

Loadon 1981，pp :151，136，200， 和 .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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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1 安 若 石棺 萨 保 迎 接 突 厥 与 会 客 赂 

而 ”下 半 部 分 刻 绘 一 帐 . 帐 顶 似 为 织物 ,正中 央 久 上 刻章 
肯 形 图 案 。…… 帐 内 登 攀 一 一 , 桐 前 放置 双 耳 饶 、 执 壶 等 酒 
器 , 祝 上 铺 黑 色 竺 。 季 上 和 几 对 肖 栅 人 ,…… 左 仙人 物 拔 发 
多 须 , 身 着 户 色 翻领 紧身 长 袍 ，…… 中 坐 。 此 人 物 做 与 图 上 
半 部 堪 侧 骑马 者 为 同 -- 人 。 石 侧 人 物 戴 叶 帽 , 复 着 深 色 加 
领 对 笠 紧 身长 袍 , 领 , 袖 , 襟 有 下 摆 饰 红色 ,盘腿 而 坐 ， 此 人 
物 似 与 多 上 半 部 右 侧 特 马 者 为 同一 人 。…… 司 立 一 人 着 红 

125 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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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 自 共 翻 领 衣 , 冯 于 持 豆 形 高 足 籽 。 5101《 简 报 》 所 说 上 下 

部 分 商人 的 对 并 关系 完全 正确 ,上 堪 侧 邵 来 访 的 突 情 首领 或 

使 记 , 右 侧 是 更 特 保 落 首领 萨 保 ,两 人 对 坐 一 边 人 饮酒 ,一 边 

父 谈 ,形象 很 端 重 ,而且 坐 在 有 日 月 形 宝 教 图 案 的 帐 竹中 

问 ,位 乎 是 比较 正式 的 会 谈 。 姜 伯 革 先生 《西安 北周 萨 保 安 

钥 划 向 像 研究 》 一文 ,认为 这 是 突 关 大 与 从 兰 大会 盟 图 ,中 

立 者 为 你 可 或 监 摆 上 大。 但 中 立 者 相 艇 很 年 轻 , 马 水 小 克 

(HB.1.Marshak ) 教 授 认 为 是 莫 主 人 的 片子 (2.。 基 说 不 无 道 

理 , 因 为 所 上 引 4 元 和 姓 纂 ?所 记 臣 威 安 姓 , 萨 保 的 职位 是 多 

子 直 和 效 的 ,因此 ,此 处 的 图 父 正 吓 故 现 萨 保 的 儿 了 参与 外 交 

中 的 这 晤 同样 居中 的 图 像 , 耕 然 也 赋 有 重要 的 意义 , 即 志明 

萨 保 之 子 的 权力 基 测 源 有 自 的 。 

类 似 的 图 像 也 见于 Miho 的 石 格 。 编 导 与 的 石板 上 ,上 

部 基 委 帐 项 下 -- 胡 人 交 腿 而 坐 , 手 执 酒 杯 ,旁边 有 乐舞 。 下 

韶 刻 画 与 安 伽 墓 的 图 像 全 癌 ,两 边 的 突 磋 和 粟 特 大 对 学 而 

谈 ,中 间 立 … 年 办 人 ,应当 是 了 萨 保 的 儿子 131 

我 们 从 安 稻 童 后 屏 中 间 两 幅 图 像 的 解释 中 ,可 以 基本 

上 确定 头 戴 虚 幅 者 ,应 当 是 萨 保 本 人 ,基体 到 安 御 幕 , 风 是 

曹 主人 大 安 伽 本 大。 但 同类 的 图 像 也 出 现在 其 他 石棺 床 雕 刻 

图 像 中 ,所 以 ,把 他 看 作 是 代表 善 一 般 意 义 土 的 萨 保 更 为 恰 

当 。 这 一 -形象 确定 后 ,我 们 就 可 以 找到 萨 保 在 栗 特 集落 中 

的 各 种 形象 了 。 现 仍 以 安 徊 莫 为 主 , 略 加 说 明 如 下 (有 些 属 

【1] 《 岂 伽 车 简报 $》 ,415 一 16 页 ,19 页 图 二 上 入， 

【2 2001 年 月 在 北京 天 学 的 演讲 。 

【3 ] 《Miho 图 承 》,249 页 .251 页 于 5。 



于 整个 竖 落 咱 常 牛 话 

的 天 同 主题 , 则 详 见 下 

文 ): 

穴 饮 : 安 伽 石 柜 后 

屏 左 数 第 二 幅 上 部 ,是 

萨 保 寞 饮 儿 (图 12)。 

萨 保 坐 在 石上 方 的 方 

入 上 ,其 后 立 商 人 ,分 

别 持 角 杯 和 候 创 , 当 为 

萨 保 的 近 侍 。 左 上 上 方 

站 立 两 人 , 托 果 品 盘 ， 

侧身 镶 者 萨 保 ,应 是 其 

仆 从 。 左 前 方 一 方 态 

上 距 坐 革 位 乐 人 , 面 庙 

萨 保 演奏 筑 和 锭 、. 坚 负 、 

火 不 思 。 萨 保 下 面 有 

一 对 形体 较 小 的 卷发 

胡 人 , 末 绕 着 款 入 在 

表演 钴 蹈 (1 这 师 贺 

是 餐 保 自己 宴 饮 的 败 

像 ,而 且 紧 挨 着 位 于 中 

心 的 萨 保 夫 妇 宴 饮 图 

叫 

昌 

图 12 安 协 石棺 萨 保 训 饮 与 狩 痢 图 

,因此 是 葡 保 日 常生 活 的 场景 之 

狩猎 :后 屏 左 数 第 二 幅 下 部 ,是 萨 保 狩猎 图 ( 兄 图 12)。 

上 面 刻 绘 一 头 戴 虚 巾 的 人 骑马 射 狮 ,是 典型 的 波斯 国王 鞍 

[1] 二 安 便 蕊 简报 》 ,13 一 于 页 .46 页 团 二 CD 上 。 

鹿 渤 跨 可 村 放 洒 六 类 庚 副 雪 证 

127 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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猫 的 图 形 。 下 面 绘 一 骑 
马 猎人 刺 野 猪 场 曾 ! 
上 面 以 波斯 国 主 形 象 到 
更 的 应 当 是 芯 保 ,下 面 
追 杀 晤 猪 者 或 许 必 他 的 
部 从 。 

出 访 :后 屏 左 数 第 
五 幅 , 应 当 是 萨 保 出 行 
访问 突 腰 部 落 疼 ( 岁 
13)。 疼 中 有 一 项 虎 皮 
贺 帐 答 , 内 铺 邮 往 , 秆 上 
坐 西 人 ,左边 头 戴 虑 由 
者 为 萨 保 , 手 拿 角 怀 ; 右 
边 氢 发 者 为 突 腑 首领 ; 
呵 人 间 有 果盘 。 帐 外 地 
毯 上 上 有 四 人 ,为 帐 内 的 

从 者 ,有 带 波斯 冠 者 ,有 有 
图 13 安 个 石 术 萨 保 访问 突 厂 部 沉 图 “党 突 友 皮 帽 者 。 下 而 是 

二 人 ,有 的 背负 包 被, 还 
有 性 口 随行 , 茹 商人 模样 (?1 从 帐篷 后 有 树 、 石 . 迹 山 相连 
的 情形 看 ,这 里 不 像 是 进 人 河西 或 中 原 的 聚 特 聚落 环境 ,而 
像 是 萨 保 到 草原 突 存 人 那里 访问 的 情形 .商人 模样 的 人 可 
能 是 随 首领 而 行 的 桶 特 离 人 。 滩 特 人 即使 是 负 有 政治 ,外 
交 使 命 ,仍然 是 不 会 忘记 做 生意 的 。 

[ 1】 长 友 超 莫 简报 》 ,14 页 ,16 页 图 二 四 下。 

[2 同上 .二 一 好 页 .加 碳 图 一 瑟 。 



会 客 : 栗 特 聚 藩 为 了 

经 商 ,经 常 些 和 疝 边 民族 

打交道 , 特 曾 是 和 北方 的 

游 轨 民族 突厥 人 ,交往 最 

为 密 苇 。 安 徊 莫 五 梢 后 

屏 左 数 第 一 幅 ,应当 是 在 

萨 保 月 已 的 领地 内 接待 

之 顾 人 的 图 像 ( 图 14)。 萨 

保 戟 事由 ,在 方 彤 票 特 式 

帐篷 中 接待 长 发 突 原 人 ， 

亲 蝇 奏 乐 , 下面 是 本 特 人 

在 歌 儿 :1 而 与 之 相对 

的 另 一 侧 , 邑 左 数 第 六 

幅 , 则 是 获 保 在 中 国 式 砍 

山顶 训 子 中 会 见 罕 原 客 

人 的 场面 (图 15) ,下 面 也 

是 粟 特 乐舞 

密 秀 蔓 石 榕 床 后 屏 

六 幅 男 像 ,非常 形象 地 

展现 了 餐 保 在 栗 特 聚落 
中 的 地 位 ,以 及 他 宴 饮 、 图 4 安 切 石棺 萨 保 在 桶 特 式 帐 黎 

狩猎 ,会 窜 .出 访 等 社会 直接 见 严 二 本 
生活 场景 , 既 有 和 文献 材料 相互 印证 之 处 ,如 紫 保 职位 父子 

相继 的 情形 ,也 有 补充 文献 记载 不 足 的 许多 地 方 ,特别 是 栗 

[1 ] 《 灾 人 举 区 简 报 } ,1 一 -13 页 .46 页 园 一 九 。 

【2] 网 上 :7 一 区 页 ,20 页 图 二 上 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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灯 型 皇 中 也 

图 15 安 合 石棺 萨 保 在 中 国 式 这 子 中 

会 见 突 原 图 

特 训 落 与 突 顾 的 密切 关系 。 

二 、 栗 特 聚 落 民 众 的 种 族 构成 

汉文 文献 中 有 关 柴 特 聚 藩 的 记载 ,最 为 明确 的 古 罗布 

泊 南 面 石 左 镇 (部 善 ) 的 聚落 , 即 敦煌 写本 《水 州 供 州 地 志 

筑 130 



所 记 康 国 大 首领 康 的 典 率 领 胃 人 建立 的 聚落 。 自 1916 年 

伯 希 和 撰写 引水 州 部 督 府 图 经 ;与 薄 虽 海地 区 的 桶 特 育 落 少 

- 文 后 (1 有 关 探 讨 胡 人 素 落 的 文章 ,者 把 这 种 聚落 称 之 

为 柴 特 筠 水 ”, 而 人 们 在 追 了 注册 票 特 和 沁 落 而 成 立 的 乡里 ,如 

鼓 煌 的 从 化 乡 和 西 州 的 迪 化 乡 ,以 及 单个 村 特大 的 来 历 叶 ， 

常常 也 都 是 说 来 日 末 特 阳 落 。 

事实 上 ,已 知 的 文献 秘 料 去 明 , 标 特 聚 洲 中 包含 着 其 他 

西域 和 北方 游牧 民族 的 纪 众 。 《水 州 地 州 地 志 》 记 , 唐 初 全 

将 的 胡 人 阁 领 足 石 万 年 ,显然 是 栗 特 石 国 出 身 ;而 试 主 改 鞭 

陀 , 名 学 跨 纯 某 特 式 的 ,改姓 则 可 能 出 肯 商 车 5 阿 斯 塔 

那 31 号 幕 出 土 4 高 吕 草 让 门 陀 等 名 籍 》, 残 存 的 记录 和 仍 有 47 

人 , 妈 3 人 (3), 似 是 商 昌 官府 登记 的 栗 特 移民 。 甚 中 主要 

是 曹 姓 人 ,也有 奈 . 安 .何等 栗 特 姓氏 ,. 示 有 一 个 各 “ 伽 那 贪 

早 " ,可 能 昆 突 吨 人 【41 吐鲁番 出 土 的 努 一 件 文 书 《 唐 垂 拱 

元 年 (685) 康 义 罗 施 等 请 过 所 案卷 》, 记 录 了 两 批 来 自 粟 特 

和 吐 火 罗 地 区 的 识 所 在 西 州 和 申请 过 所 的 情况 , 这些 带 着 家 

口 的 朝 商 围 队 ,是 由 此 特 人 和 吐 火 竖 人 共同 组 成 的 ,他 人 

“从 西 来 ,和 欲 向 东兴 易 " (51 这些 都 说 明 , 票 特 商 队 在 行进 

过 程 中 ,甚至 在 组 建 时 ,就 加 人 了 一 些 其 他 民族 的 人 员 , 而 

由 队 商 形成 的 栗 特 聚落 , 共 中 也 应 当 有 寺 特 之 外 的 民众 。 

[1 PPeliol, “Le Cha iceoa ipt foa moa 吕 ng 仁 且 oaloni aogHienrmne de ]a 

TEBion da Tb Mor ，Joarmal datigae le stne 7 了，19 后 :河和 天 钓 译 载 《 两 域 南 

兹 史 地 考证 谋 点 七 搞 ? ,北京 商 郑 印 书 稍 ,195? 牛 。 

1 2 ] 姚 称 元 4 北 诅 胡 姓 考 ?》 外 篇 第 四 ,中华 书局 ,1962 年 ,310 页 。 

【3 1 《和 鲁 熏 文书》 这 ,359 页 :4 吐 旧 茧 文书? 二. 1l9 20 页 。 

[4]】 姜 伯 项 《 敦 煌 吐 鲁 悍 文书 与 绎 网 之 路 》, 北 京 文 物 出 版 社 ,1994 秆 ,174 一 175 

页 ， 

[5 ] 《中 各 评 文书 》 佐 ,346 一 350 页 i 叶 重 语 文书 》 七 ,48 一 94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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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者 在 探索 处 半 检 校 的 并 州 ( 太 麻 )? 此 保 府 时 ,发 更 太 

原 出 十 的 &《 龙 润 苦 志 少 ,其 获 主人 应 党 出 日 西域 塔里木 委 地 

北 洛 黎 善于 国 的 龙 姓 ,在 唐 初 担任 并 州 萨 保 府 的 长 史 (1< 

为 此 ,并 州 骨 人 聚落 里 .不 仪 有 票 特 ,也 有 西域 续 居 的 六 

人 。 

在 上 述 右 档 床 的 图 像 中 ,除了 作为 萨 保 客人 的 突 碰 ,或 

者 可 能 起 表 了 珊 的 狩猎 的 各 国王 者 ,以 及 一 些 天 人 形象 外 , 普 

通 的 人 都 是 深 旧 志和 蛋 ,有 的 卷发 ,有 的 短发 ,都 穿 胡 服 , 讽 明 

聚落 中 几 平 全 都 是 衣 人 ,而 届 有 汉人 。 从 不 同 的 胡 人 形象 

看 , 训 落 中 应 当 以 村 特 胡 最 多 ,但 也 有 其 他 西域 朝 人 。 因 

此 ,所 谓 * 票 特 上 聚落 " ,过 去 我 们 理解 为 纯 由 了 募 特 人 组成 , 现 

在 簿 当 修 正 为 以 票 特大 为 主 的 西城 圾 人 巢 落 。 

三 、 栗 特 聚 落 的 婚姻 形态 

基于 人 华 药 特 人 的 婚姻 形态 ,不 少 学 者 都 模 出 ,在 很 长 

时 间 里 , 聚 竺 人 中 间 保 持 着 内 部 通婚 的 习 悍 (5 陈 海 涛 先 

生 以 虽 、 安 两 姓 的 碑 志 材料 ,论证 安史之乱 以 前 ,人 华 聚 特 

人 主要 是 内 部 通婚 , 同时 与 其 他 人 华 少 数 民族 通婚 也 较 普 

如 ,而 与 汉人 通婚 则 较 少 见 。 安 史 之 乱 后 , 票 特 人 内 部 通婚 

明显 碱 少 ,与 其 他 少数 民族 通婚 几乎 不 各, 与 充 人 通婚 明显 

【1 工 】 荣 新 江 《 哺 及 诗 总 并 州 的 萨 保 府 与 职 糙 京 落 3》,87 页 。 

[2]】 态 兆 苦 # 何 文 特 区 点 考 帮 一 兼 谈 隋 计时 期 在 中 国 的 中 亚 人 》 信 考古 1986 

年 第 3 期 ,844 一 845 页 ; 程 趣 { 俯 石刻 史料 看 人 华 栗 特 人 的 汉化 》 必 虫 学 睛 

刊 #1994 年 第 1 期 ,24- - 辣 页 ; 青 凋 生 《 唐 代 筷 姓 胡 与 窦 茹 文化 ?. 北 京 中 华 

书局 ,1998 年 ,22 一 23 页 。 



增加 !4 这 些 看 法 无 疑 是 正确 的 。 然 而 ,笔者 希望 探讨 的 

中 , 栗 特 人 在 聚落 中 的 婚 旭 形态 。 

鞠 特 聚 蕃 的 消亡 ,各 个 地 方 不 完全 - 敏 ,以 唐 翻 初 年 后 

多 ,但 像 营 州 .六 胡 州 等 地 的 聚落 ,离散 要 晚 些 。 笔 者 统计 

了 会 元 300 年 以 前 去 世 的 草 特 人 墓志 中 所 记 婚 姻 情 总 , 因 

为 根据 夫妇 点 世 时 的 年 龄 .可 以 推 知 其 大致 结 媚 的 年 代 , 由 

此 可 以 部 分 在 出 村 特 人 在 聚落 中 的 婚 册 状况 。 虚 当 说 明 的 

是 , 表 中 的 支 姓 庶 当 是 月 庆 人 的 后 毅 , 也 是 傣 朗 系统 的 闽 

人 ; 森 姓 已 见 前 血 的 解说 ,其 与 票 特 婚 娴 之 频繁 , 甚 军 使 人 

觉得 也 是 个 菜 特 衣 姓 ,不 过 这 是 一 种 推测 。 

夫人 姓名 出 处 

康 民 . 王 友 | 时 T: 《补遗 3$3 册 350 一 351 
1 页 

《 补 著 瀑 3I8 页 

《汇编 #180 页 

《 唐 史 道 洗 幕 考古 报 
告 》 

《补遗 92 册 171 页 

《汇编 9385 页 

《因原 $47- 一 48 页 

上 汇编 4402 页 
| 国 原 )71 页 
何 上 

上 汇编 4545 页 
民 《汇编 $58S 页 

中 | 汇编 #633 页 

全 上 汇编 8662 一 663 页 

【1 陈 海 诗 《 来 卢 文 明 十 字 路 口 的 民族 一 …- 唐 代 人 华 聚 特 人 研究 》, 南 开 大 学 博 

十 论文 ,2001 年 4 月 .195 一 200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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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 “处 
550 | 各 中 氏 64 | 呈 | 寻 编 3%669 页 
556 | 的 ”草民 便 L 1735 《汇编 3580 页 
:683 77 情 六 信 16og |g9 |《( 朴 造 江豚 68 页 ,2 册 

470 页 
63 | 号 中 多 |693 | 人 4 | 4 汇编)863 一 864 页 
693 171 | 支 氏 672 $ 汇 编 8855 页 

碌 氏 的 7 《补遗 ;5 肌 231 一 232 
页 

664 人 4 出 氏 《汇编 1105 页 

上 表 当 中 , 眶 当 解 释 的 有 二 例 : 一 基 支 战 先 蛮 康 氏 ,再 娶 

王 氏 , 均 早 疡 。 从 我 们 探讨 的 问题 角度 , 杜 特 康 氏 嫁 给 月 氏 ， 

符合 胡 人 通婚 妆 惯 ,而 支 胡 从 东汉 以 来 逐 骨 汉化 ,其 再 人 楼 十 

氏 ,不 足 为 奇 。 一 是 安 延 庆 汉 姓 刘 氏 ,如 果 我 们 考 过 到 安 延 

祖父 真 健 为 “后 周 大 都 督 "父亲 比 失 曾 任 “ 隋 上 仪 同 平 南 将 

军 ” ,就 可 知 安 延 早 就 随 家 进 人 中 原 地 区 ,甚至 南方 ,离开 了 

栗 特 聚落 ,其 记 汉 姓 女子 也 是 可 以 解释 的 。 汪 是 史 癌 联 先 蛮 

碌 氏 ,再 亡 汉 族 张 氏 。 据 《墓志 》, 史 启 耽 从 隋 开 皇 年 间 就 人 

仕 中 原 王朝 ,人 唐 后 供职 京师 长 安 , 在 中 书 省 任 翻 译 。 其 妻 

康 氏 卒 于 贞观 四 年 , 变 张 氏 在 此 之 后 ,时 史 谭 联 早 已 在 京师 ， 

所 以 与 汉族 联姻 。 除 了 -上面 一 个 特例 外 ,所 有 已 知 的 唐 刘 前 

期 育 特 人 的 婚姻 资料 ,都 表明 是 内 部 通婚 。 这 中 间 有 些 人 必 

然 原 本 师 生 活 在 栗 特 球 落 当中 的 ,如 六 胡 州 大 普 领 安 昔 ;又 

如 697 年 去 世 的 康 氏 ,是 康 国 首 领 之 女 , 夫 子 则 是 安国 交 领 。 

这 些 资 料 充分 说 明 , 在 粟 特 聚 落 没有 离散 之 前 , 奈 特 人 主要 

是 采取 内 部 通婚 的 制度 ,时 面 与 其 他 胡 人 { 特 别 是 收 妆 系统 

的 胡 人 ) 通 婚 , 而 基本 上 未 见 与 汉人 通婚 的 例子 。 

安 伽 的 弛 亲 姓 杜 ,是 典型 的 汉 姓 ,是 否 早 在 北周 时 汉族 



妇女 已 经 嫁 到 胡 人 聚落 当中 ? 从 二 面 的 此 志 材料 中 很 难得 

出 这 样 的 结论 。 在 本 特 系 统 的 石 档 床 周 像 中 ,有 一 些 妇女 

的 形象 ,有 的 偿 有 有 墓 主人 天 妇 但 饮 角 。 男 人 都 有 明显 的 胡 

大 特征 ,而 女人 的 相 骨 特 征 布 时 不 明 旺 , 旭 安 伽 莫 的 女 主 人 

的 种 族 特征 就 不 名 判断 ,而 义 肥 莫 和 Miho 石 术 的 女 主 人 ， 

都 可 以 看 作 是 二 大 。 这 些 女 性 常常 穿着 中 国 式 的 长 裙 ,所 

以 容易 被 人 看 作 是 汉族 妇女 , 然 和 而 我 们 从 栗 特 人 的 菜 志 

其 他 文献 记载 中 得 知 , 早 期 来 中 国 的 栗 特 人 ,特别 是 年 活 在 

这 些 石 格 床 所 反映 的 票 特 襄 落 时 代 , 胡 人 生活 在 自治 的 肾 

涤 里 .各 汉人 往来 不 多 ,因此 实行 内 部 通婚 制 。 

四 、 栗 特 聚落 的 日 常生 活 

过 去 ,我 们 从 文献 中 很 难 获得 权 特 聚落 内 部 日 常生 活 

的 情况 ,但 安 伽 墓 石 杞 床上 的 图 像 材料 ,大 大 丰富 了 我 们 在 

这 方面 的 认识 。 上 面 在 谈 到 萨 保 时 ,已 经 详细 氢 述 了 萨 保 

去 妇 穴 饮 图 ,以 及 萨 保 本 人 的 日 常生 活 场景 。 以 下 , 则 从 反 

映 聚 落 普遍 状况 着 眼 。 

1. 宴 饮 与 乐舞 : 

从 已 发 现 的 石棺 床 对 刻 图 像 来 看 , 票 特 素 落 中 的 宴 饮 

情况 ,可 以 分 成 居家 宴 饮 .园林 宣 饮 、 会 客 富 饮 .野地 宣 饮 等 

开 种 ,其 中 有 些 宴 饮 是 配 有 乐舞 的 。 

居家 宴 饮 的 场景 见 安 伐 、 天 水 ,Miho、. 虎 纪 石 榕 床 图 价 ， 
而 县 大 多 数 是 位 于 石 迷 床 后 屏 止 中 的 位 置 上 ,表明 栗 特 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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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一 日 在 -个 地 方形 成 聚 薪 以 后 ,必然 会 经 营 自 已 的 新 家 

室 , 享 爱 丝 路 贸易 带 米 的 丰 霸 利 酒 ,过 起 寅 足 偷 快 的 生活 。 

土 画 蕊 经 详细 引用 了 关于 安 务 人 音 启 家 齐 饮 图 的 《简报 》, 并 

握 示 了 天 水 . 谨 汉 的 同类 图 像 。 这 些 鲜 像 主要 表现 一 对 大 

妇 在 中 国 建筑 或 突厥 式 蔓 帐 中 ,相对 钦 酒 谈话 , 淮 有 仆人 伺 

候 。 上 处 弘 墓 的 图 父 最 为 典型 ( 见 图 10) ,主人 夫妇 ,-- 扫 曲 

枢 ,一 举 高 足 杯 ,正在 对 饮 。 二 人 中 间 , 有 盛 满 食 物 的 大 盘 ， 

上 上 面 似 为 果品 。 一 人 后 面 , 各 立 琴 人 ,有 的 手中 拿 着 食物 ， 

有 的 手中 执 有 或 端 郑 器 区 ,做 随时 何 候 的 样子 ,左边 二 人 后 

面 . 有 一 个 天 盘 , 盛 满 果 上 或 其 他 食物 ,右边 二 人 后 ,有 -大 

酒 扒 。 前 面 是 六 名 乐师 和 - :个 舞 者 正在 才 演 的 场面 。 这 些 

人 物 不 少 有 头 光 , 似 是 主 人 进 人 天 国 以 后 的 情景 ,但 这 实际 

是 票 特 贵族 在 他 们 的 育 落 现实 生活 的 反映 ,娱乐 . 欢 庆 、 舒 

通 .富足 一 一 这 些 无 疑 荐 居家 宴 饮 几 所 体现 的 裹 落 生 活 。 

回 林 穴 饮 是 栗 特 舍 落 中 叉 一 常 抑 的 图 像 ,因为 票 特 早 

期 的 聚落 ,一 般 不 可 能 建立 在 政府 控制 产 密 的 城市 当中 , 如 

高 虽 ,部 煌 两 地 的 舍 落 ,最 初 都 是 在 城 的 东 耐 (4 因此 ,不 

论 是 在 城市 周围 ,还 是 在 北方 游 笋 汗 国 内 , 票 特 聚落 的 范围 

内 ,都 可 以 建立 像 票 特 本 土 那样 的 园林 。 上 面 我 们 介绍 过 

安 伽 石棺 后 屏 左 数 第 二 幅 上 部 的 萨 保 实 饮 图 (上 见 图 12) , 主 

人 和 弹 奏 乐器 者 都 是 席 地 坐 在 方 夸 上, 上面 绘 有 葡萄 树 芯 ， 

表明 芝 饮 和 三 乐 是 在 园林 的 葡萄 山下 进行 的 。 

更 为 典型 的 园林 误 饮 图 ,是 安阳 出 土石 棺 图 虱 。 现 存 

波士顿 艺术 博物 馆 (Museum of fine Ars，Bostony 的 两 堪 石 

板 ,按照 姜 伯 勤 先 生 对 整个 石棺 的 复原 ,波士顿 藏品 属于 安 

f{ 1] 荣 新 江 { 北 部 附 唐 票 特 人 之 迁徙 及 其 亚 落 》,3I 一 32.39 -40 页 。 



图 荆 安阳 石棺 园林 宴 饮 图 

阳 北 齐 石棺 床 后 屏 左 右 黄 块 ,每 块 各 有 三 幅 图 像 , 共 六 幅 画 

面 ,中间 一 般 是 出 行 图 ,而 两 边 是 宣 饮 图 ,细节 赂 有 不 同 。 

我 们 所 说 的 园林 宴 钦 图 ,是 指 后 屏 左 侧 石 对 的 左 联 (图 16) 

和 右 侧 石 内 的 右 联 (图 17)。 姜 伯 勤 先生 在 喜 龙 三 解说 的 

基础 上 ,对 这 两 幅 图 做 了 更 详细 的 说 明 :两 联 下 部 都 有 一 大 

门 ,有 客人 进出 ,仆人 侍 立 两 旁 。 门 内 是 葡萄 园 宴 钦 的 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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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7 安阳 五 杷 园林 齐 饮 图 

景 , 左 侧 石 雕 “ 堪 联 葡萄 园 场景 ,左下 角 女 乐 人 一 组 五 人 ,前 

列 自 石 至 左 : 横 吹 、 签 秘 . 芋 于 ,后 列 二 人 , 俱 梳 月 于 损 。 中 

间 一 男子 作 胡 绎 , 右 侧 梳 月 牙 民 女 子 六 人 ,前 列 三 大 俱 捧 厚 

重 礼 品 或 祭 品 。 右 第 一 位 女子 手 挽 酒 瓶 ,所 携 或 为 献 侍 的 

醴 酒 。 葡 萄 园 下 一 木 制 坐 床 。 右 边 坐 男士 八 人 ,前 三 后 五 ， 

前 排 硕 大 贵人 , 执 希 腊 式 来 通 (rhyton) 饮 酒 (图 18 一 19)o 大 



图 18 安阳 石棺 园林 误 饮 图 妇 部 

床 左 边 坐 杭 新 月 警 女子 七 人 ,前 三 后 四 ,前 排 中 妇 子 持 酒 

碗 ,前 排 去 女子 之 右手 似 亦 持 酒 硫 。 右 侧 石雕 的 右 联 ， 门 

内 葡萄 园 前 有 四 人 一 组 乐 人 , 自 右 至 左 : 黎 筷 、 起 呐 、 直 项 琵 

琶 . 曲 项 尾音 。 葡 萄 下 置 一 张 六 大 坐 床 , 前 有 一 巨 盆 食 物 。 

上 坐 五 男子 , 左 二 右 三 ,着 大 翻 依 胡 袍 , 戴 胡 帽 。 左 第 二 人 

斌 吕 开 号 下 愉 凑 革 普 遂 下 时 上 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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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9 安阳 石棺 园林 襄 饮 线 撒 图 

地 位 最 高 , 持 大 酒 碗 饮 , 右 三 人 地 位 次 之 , 持 稍 小 酒 克 与 之 

对 饮 。 右 第 一 人 外 后 回 望 , 似 为 客人 中 之 跟随 者 。 他 还 肯 

定 了 这 些 图 像 表 现 的 是 票 特 人 庆祝 新 年 的 情景 (1 由 此 

可 见 , 票 特 襄 落 中 建 有 葡萄 园 ,在 新 年 等 节庆 日 子 里 ,人 们 

带 着 礼物 和 系 品 ,聚集 到 首领 或 其 他 贵人 的 葡萄 园 , 饮 笨 作 

[1 塘 和 伯 蔓 { 安 阳 北 齐 石 欧 床 画 像 石 的 图 像 兰 次 与 人 华 覃 特 人 的 容 教 美术 》， 

1 一 186 页 ,特别 是 164.1 侈 页 。 



乐 ,而 且 不 分 另 女 ,都 呀 以 参加 这 种 户外 活动 ,与 汉 地 的 习 

俗 不 同 。 在 这 些 园林 宴 饮 的 场 台 ,一般 都 是 有 乐 黄 来 演奏 

的 。 从 安阳 的 这 两 幅 宴 饮 图 中 ,我 们 似乎 可 以 推 想 ,这 种 盛 

大 的 丽 林 配乐 宴 饮 ,可 能 足 在 节日 里 才 有 的 大 型 节 大 塞 饮 。 

上 面 记 曾 淡 到 , 陕 保 在 取 落 会 见 客 人 时 ,往往 都 设 宴 款 

待 。 如 安 饥 墓 石 术 后 屏 左 数 第 一 幅 萨 保 接 见 宪 磋 图 像 ( 兄 

坪 4) ,中 间 是 萨 保 和 突 左 首领 ,主人 居 右 , 右 腿 置 于 去 月 

上 ,侧身 邱 卉 签 乱 。 其 右 侧 - -人 ,为 卷发 衣 人 ,右手 握 角 标 ， 

左手 拿 单 顶 酒 缸 ,注视 着 突 硫 客人 , 作 其 酒 状 。 突 顾客 人 居 

左 , 右 手 置 于 胸 前 ,面向 正 前 方 , 似 在 听 乐 。 左 侧 一 人 披 发 ， 

谋 当 是 同 来 的 窒 菇 乐师 , 慑 右 腿 面 右 而 坐 ,怀抱 出 颈 医 辟 注 

春 。 他 们 的 身后 关 着 六 个 人 , 左 俩 三 人 为 披 发 突厥 , 石 侧 二 

人 为 短发 票 特 ,他 们 一 起 似乎 在 随 节奏 市 合唱 。 帐 答 前 置 

执 索 . 拭 . 盘 口 猎 等 已 酒 器 。 再 前 面 有 一 人 和 英 着 紧身 对 襟 翻 

领 长 袍 ,双手 相 握 举 于 头顶 , 扭 腰 摆 必 向 后 拾 右 脚 , 跳 胡 旅 

手 。 两 边 各 有 两 人 ,或 手 端 果 盆 ,或 怀抱 酒 壶 ,或 怀抱 酒馆 ， 

一 边 观看 跳舞 .一 过 准备 伺候 宴 饮 的 主客 (14 这 里 值得 注 

意 的 是 , 票 特 和 罕 厥 人 在 同一 场合 ,各 出 一 名 乐师 ,各 有 三 

个 合唱 人 .而 舞蹈 者 则 是 栗 特 聚落 的 粟 特 胡 人 。 这 种 乐舞 

宴 饮 可 能 也 是 当时 华 近 北方 游牧 民族 的 栗 特 聚落 ,如 六 胡 

州 . 营 州 的 聚落 ,或 者 罕 磊 证 国内 部 的 胡 部 中 ,经 常 进 行 的 

一 种 宴 饮 方式 。 

安 徊 石棺 床 后 屏 左 数 第 六 幅 , 是 萨 保 在 中 国 式 欢 山顶 

亭子 中 会 匈 突 肛 客 人 的 场面 ( 见 图 15), 则 是 另 一 种 风格 的 

误 饮 舞蹈 图 。 萨 保 和 客人 坐 亭 内 金 杨 上 ,右手 持 一 商 足 杯 ， 

《1】 这 里 是 结 台 笔者 和 & 安 匣 莫 简报 311 一 43 页 的 解说 加 以 描述 的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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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剧 左 肤 而 坐 。 左 侧 突 萎 客 
:| 和 人, 长 发 至 腰 , 侧身 面向 主 

人 , 似 在 险 听 。 突 厥 身后 侧 
立 一 伟 从 , 听 候 吟 只 。 主 人 
后 面 有 四 个 艺人 正在 演 泰 ， 

基 ， 有 的 弹 雁 琵琶 ,有 的 抚 弄 得 
| 答 , 有 的 歇 奏 排 第 。 学 前 许 

.| 院内, 中间-- 人 身 着 红色 翻 
领 紫 身长 攀 , 黑 色 长 靴 ,正在 
折 手 .跑腿 ,表演 胡 腾 钴 。 左 
侧 两 人 ,一 怀抱 酒 坛 ,一 头顶 
圆 盘 , 观 君 舞蹈 ; 右 侧 二 人 ， 
似 在 随 节奏 鼓掌 叫好 [1 
这 里 的 主客 未 变 ,但 演 麦 者 
和 舞蹈 者 都 是 粟 特 胡 人 了 。 

安 伽 石 棺 床 还 有 野地 究 
饮 图 。-- 幅 在 石 档 床 左 屏 第 
二 幅 ( 图 20),* 右 方 置 一 顶 
圆 形 虎 皮 帐 竹 , 帐 篷 内 坐 三 

图 20 安利 石 术 野 地 案 饮 图 人, 身 前 置 一 贴 金 大 盘 , 盘 内 

放置 夏 等 器 亚 。 右 前 立 一 人 ,手持 贴 金 坦 。 左 侧 立 三 人 :内 

便 者 怀 拖 贴 金 单 柄 壶 ;居中 者 右 玉 持 贴 金 长 颈 瓶 ; 右 首 者 侧 

身 向 内 。 帐 篷 后 有 七 叶 树 等 , 远 处 群 山 相连 。 下 半 部 为 动 

物 奔 逃 场 景 , 虎 . 鹿 . 凑 羊 . 锡 等 争先 恕 后 逃窜 , 似 被 人 追赶 。 

[1]】 这 壬 是 结合 笔者 和 《简报 ?17 一 18 页 的 解说 机 以 描述 的 。 



画面 点 缀 花椒 丰 石 。 5 从 

周 轩 场 景 和 究 饮 者 在 帐 憩 中 人 AN 
饮 售 来 在, 这 是 在 野外 宇多 吕 吉 人 仙 

的 情形 。 让 RD 本 人 st 8 

另 一 帆 在 国 顶 虎 皮 纹 幅 | | 
竹中 亡 饮 的 图 像 , 匈 安 伽 厂 让 。 
档 床 右 屏 第 二 幅 ( 图 21)。 

“ 帐 前 晋 壶 门 爸 屋 一 张 , 枫 上 

铺 红 色 生 , 上 对 举 琴 人., 持 蕊 

罗 对 饮 。 左 人 册 者 戴 虑 巾 , 身 

着 日 色 移 ; 右 侧 坦 抠 发 , 络 照 

明 , 奥 普 黑 色 坚 身 袍 。 两 人 

问 摆 金 盘 两 个 :内 司 红 .黑色 

上 而。 堪 侧 立 四 人 ,随意 亲 

姥 。 左 上 侧 立 马 两 号。 下 蔡 

部 为 乐舞 图 。 舞 者 居中 , 正 

后头 ,全 右手 , 屈 左 辟 , 电 被 ， 

踢 腿 ,表演 胡 腾 鲜 。 左 人 册 贺 

角 长 圣 上 中 坐 二 乐 人 , 均 卷 图 21 安 合 石棺 野地 喜 饮 乐舞 图 

发 ,中 炉 一 大 持 横 和 仙 吹 秦 ; 左 右 两 人 分 别 弹 秦 琵 爷 称 哲 打 蚂 

敬 。 右 侧 立 三 人 静心 观赏 。 右 下 角 以 连 弧 形 步 障 隔 开 一 

区 ,作为 食 师 操作 间 .内 有 一 人 络 采 前 , 正 搬 折 倒 架 上 的 两 

大 盟 食 品 ,食品 似 为 池 蕊 之 类 。 舞 者 癌 围 摆 满 酒 坛 . 酒 壶 及 

这 罗 .果蔬 盘 等 器物 。[21 这 革 然 也 是 在 野外 宴 饮 ,有 帐 | 

有 慌 囊 牙 球 导 戎 蕴 兰 户 泥 吉 车 

[1 和 首 绰 自 &《 安 禾 基 简报 季 一 10 页 , 团 一 七 。 

【2] 3 雪 体 幕 简 报 》.19 一 20 页 ,图 三 一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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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 , 还 有 号 匹 。 但 主客 不 坐 帐 复 里 面 ,而 是 在 帐 前 疾 上 ,而 

日 月 乐 帮 相配 。 值 得 注意 的 是 ,因为 是 在 野外 炊 饮 ,所 以 站 

右 下 和 角 竺 别 表现 了 应 人 准备 食品 的 情况 ,而 县 在 舞蹈 和 乐 

大 的 锋 辽 癌 ,都 随地 摆 放 着 酒 具 。 

唐 朝 初 年 ,冬装 西行 取经 路 过 栗 特 地 区 ,他 在 《大 唐 西 

域 记 》 卷 -- 中 说 棍 竺 人 “ 记 富 户 万 , 服 食 粗 芋 " [5 但 是 ,我 

们 从 东 来 的 桶 特 商 人 首领 的 莫 藉 中 ,看 到 的 是 另 一 番 景 象 , 

明 穿 臧 华 禺 ,饮酒 作乐 ,于 分 铺 米 。 这 使 我 们 想起 敦煌 写本 

P.381 约 文明 判 集 》 所 记 长 安 呈 人 史 于 陀 : “家 兴 贩 ,资财 巨 

富 , 身 有 盎 官 骆 骑 尉 , 其 园 池 屋 宇 ,衣服 北 玩 .家 任 侍 兰 比 候 

玉 。 遂 使 金玉 知 珂 ,无 朵 梁 、 堆 之 家 3; 绮 坑 缤 纷 ,有 诊 晶 . 塞 

之 密 。 和 梅 梁 桂 栋 , 哥 向 浮 空 : 绣 桥 雕 村 , 光 起 烂 目 。 歌 姬 舞 

女 , 纤 罗 执 以 惊 风 ;骑士 游 童 , 转 金 鞍 而 照 牟 。 (2 这 里 描 

述 的 虽然 已 经 不 是 聚落 时 代 的 情况 ,但 粟 特 商 人 的 生活 状 

况 , 由 此 可 见 一 斑 。 难 怪 这 么 多 票 特 人 不 避风 险 , 外 出 经 

商 。 

2. 出 行 与 经 商 

安 伽 昔 石 档 床 左 屏 第 一 幅 图 (人 图 22) 和 右 屏 第 三 幅 图 

《图 23), 即 整个 石棺 床 最 靠 外 面 的 两 个 石板 上 ,都 是 车 马 

出 行 图 - 

左 屏 第 一 迟 图 上 部 刻 绘 一 辆 牛 驾 大 轮 本 车 自 右 向 左 行 

驶 ,其 上 有 拱 形 帐 血 , 帘 内 隐约 有 人 或 物品 。 牛 右 一 人 手持 

[1 季 盖 等 {t 太 南 是 域 记 校注 》, 北 京 中 华 书 局 ,1985 年 ;72 页。 
(2] 刘 俱 文 4 熟 过 吐 鲁 香 唐 代 法 市 六 书 考 宁 $, 中 华 书 局 ,1969 年 ,444--445 页 。 



凤 牵 牛 , 牛 左 一 人 双手 举 红 

色 苛 叶 形 华 盖 。 牛 前 -一 人 着 

圆 领 对 裤 红袖 ,腰带 系 刀 头 ， 

回顾 牛 车 。 下 部 有 四 全 去 

性 ,两 人 骑 志 , 两 人 步 随 [ 

这 蜂 所 摘 述 的 垃 当 是 栗 特 商 

人 从 聚落 起 种 前往 另 一 商 禄 

地 的 情形 , 牛 车 新 面 的 人 应 

当 是 这 个 新 商 队 的 首领 ,从 

他 的 装 东 看 ,不 是 萨 保 ,但 他 

如 果 成 切 , 则 将 是 下 一 个 彬 

特 聚 落 的 萨 保 了 。 下 和 帘 的 女 

隆 , 或 许 是 他 们 的 家 着 ,正在 

为 商 队 送行 ,要 等 到 商 队 立 

是 以 后 ,再 随后 跟 去 。 

右 屏 第 三 幅 甸 的 上 半 部 

分 ,中 间 也 是 一 辆 行驶 的 牛 

车 ,车 装 拦 宪 ,满载 物品 。 生 

侧 一 驭 者 . 回 疯 望 车 。 车 话 

一 马 背 歌 束 紧 的 口 伐 ,里 面 
图 六” 安 如 石棺 车 马 出 行 图 

装 的 也 是 商品 ,后 一 人 头 戴 虚 帆 , 身 着 白色 贺 领 袍 ,骑马 而 

行 ,并 回首 对 两 步行 者 作 只 呵 状 。 下 半 部 分 有 七 人 , 走 阿 小 

拱桥 ,其 中 左 侧 三 人 为 女 着 , 右 侧 三 人 为 主 仆 , 中 间 为 一 小 

孩 - 《简报 4 推测 上 面 骑马 者 似 为 主人 ,后 两 人 为 待 从 ;了 面 

【上 上] 羡 安 郊 蒜 简报 ?97 一 B 歼 , 图 -一列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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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 安 伽 石棺 车 马 出 行 图 

吉 侧 一 大 但 为 国 上 半 部 的 主 

人 0 这 一 推测 很 布道 理 ， 

因为 主人 的 装 东 和 萨 保 略 

问 ,或 许 就 是 一 个 到 落 的 首 

领 萨 保 出 行 的 场面 ,下 面 忠 

其 家 着 在 桥 边 送 蓝 .上面 荐 

振 领 商 队 并 程 的 样子 。 

与 此 相似 的 出 行 图 ,还 

见于 秦 帮 .天 水 出 土 和 Miho 

所 藏 石棺 床 雕 肇 图 像 中 。 相 

下 之 间 布 些 善 异 , 如 益 都 的 

石 柜 床 已 经 残 断 , 但 可 以 看 

机 的 古 面 有 主人 骑 着 骏 忆 而 

行 , 蕊 后 紧 跟 一 仆人 手 执 团 

扇 :又 有 行进 中 的 牛 车 ,有 仆 

人 牵 牛 而 行 ,主人 则 骑马 在 

车 右 侧 4 天 水 的 画面 基 

四 匹 马 炊 过 桥 , 前面 一 匹 马 

土 匀 仅 者 当 是 主人 ,后 面 一 

骑 持 华盖 (?) 随后 ,其 他 两 骑 上 的 人 物 没 有 显现 131 Miho 

的 石板 B, 中 间 是 一 匹 马 ,主人 站 未 骑 委 , 上 面 也 是 一 个 华 

盖 , 后 面 有 两 畏 随 从 ;石板 K 是 牛 车 出 行 ,有 驱 手 和 乘 马 的 

主人 ,与 安 伽 的 内 洱 比 较 一 致 "41 

[ 工 ] 《和 活体 莫 箱 报 》,20 页 ,图 二 二 。 

[ 2 ] 《 益 都 墓 简报 》.51 一 52 页 ,图 四 一 上 卫 .三 ， 

[ 3 ]〗 节 天 水 幕 简 报 71 贞 ,图 版 期 :2, 图 二 :7。 

【4] gwtiho 图 录 》 国 B、K。 



对 益 都 石棺 商旅 驼 运 图 

这 些 牛 车 都 是 满载 着 东西 ,很 可 能 是 商品 ,有 的 马匹 上 
也 有 对 载 物 。 如 果 说 这 些 形象 还 不 能 明确 说 出 行 的 上 的 是 
经 商 的 话 , 益 者 石 按 床上 的 "商旅 驼 运 图 ", 则 是 明显 的 一 幅 
丝 路 商旅 图 (图 寻 )。 据 《简报 》: “画面 上 部 有 两 只 和 朱 党 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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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 侧 懂 题 发 勒 , 中 册 太 -一 仆人 窑 下 一 匹 骆 驼 和 供 主 人 骑 举 

的 骏马 ,正在 向 右 方 行进 。 仆 人 这 目 高 瞄 ,短发 ,上 上 罕 胡 领 

衫 , 腰 系 革 带 , 廊 仙 和 兰 囊 ,在 娃 短 剑 , 下 着 紧 腿 祥 . 脚 窜 软 底 

尖 头 皮鞋 。 骆 驼 为 单 峰 , 背 上 有 兽 面 纹 的 革 共 , 吾 峰 两 侗 为 

成 卷 的 织物 , 绍 物 外 巧 挂 壮 考 究 的 水 宫 。 骆 驼 因 负载 较 重 ， 

张 现 册 总 。 主 人 乘坐 的 骏马 通 具 惧 全 ,马尾 打 结 。 [1 应 

当 补 充 的 是 ,水 犯 和 柬 经 是 中 原 地 区 由 十 的 隐 制 或 三 彩 骆 

驼 的 主要 负载 物 ,而 所 彰 " 兽 面 纹 的 鞍 共 ”刻画 不 够 清晰 ， 

基 奋 就 是 唐 代 时 期 常见 于 陶 制 和 三 彩 骆 恼 上 的 所 谓 “ 魔 果 

面具 ”, 已. R. K&nanuer 认为 是 代 表 西 方 的 虎 的 形象 (2 次 但 

. 勤 先 生 最 近 撰 文 , 认 为 是 " 刻 千 为 形 , 盛 于 皮 袋 "的 只 迟 贸 

像 于 5 相 比 而 娟 , 姜 先 生 的 解释 比较 合理 。 票 特 商 人 所 窑 

骆驼 的 驮 载 物 ,往往 是 东西 方 商品 的 缩影 , 益 者 北齐 石 杨 床 

是 这 些 际 载 物 的 早期 描写 ,从 北朝 到 隋唐 ,主要 驮 裁 物 有 驼 

时 . 丝 捆 . 免 度 .长 绒 壮 、 钱 袋 、 织 物 . 汇 积 ,有 时 还 有 死 鸟 和 

活 的 杂种 狗 .和 狗 子 。 唐 萌 时 以 一 课 丝 作为 最 典型 的 特征 - 

除 旅行 水 瓶 外 ,有 的 驼 厢 的 另 一 边 述 有 北 亚 ,甚至 到 后 来 有 

驼背 上 的 胡 人 乐队 出 现 (414 我 们 可 以 从 这 些 随 莫 骆驼 傅 

中 ,看 到 票 特 商 人 外 出 经 商 时 的 情形 。 

{ T ] 《 痊 都 莫 简 报 ?各 一 和 页, 绩 --。 

【2]】 Bfiege Regina naber，1We (amgf 5 了 oad in 后 amd Deat iconagraphy mm 

Taeoipgy 避 Chinese Pottery ERurines 万 om pn 名 了 rw anal 全 efr Routeoe 各 

Three an ie 语 了 oaiter ,inch KANTTJVS，Venag fm Archanlogie，1998 ， 

pp.44 - 后 ， 

3] 姜 伯 寺 《 雪 安 善 花 折 出 三 六 监 驼 所 见 * 朋 于 皮 并 ”的 吴 神 一 一 间 论 六 胡 州 谋 

悦 人 与 枣 特 人 之 只 神 近 和 拜 3 证 研究 ?第 ?了 着 ,北京 大 学 岩片 社 ,2001 年 待 

刊 .。 

【4] 见 上 到 司 6iede Reginpa Knamser 节 玫 芯 新 江 书 评 .# 唐 研究 ?第 5 着 ,1999 年 。 

533 一 5S35 页 。 



此 外 ,Miho 甘 术 馆 石 板 Di 让 一 
AR 

上 (图 25) .也 有 一 头 占据 将 近 

一 半幅 面 的 骆驼 , 背 信 着 商 高 

的 货物 包 襄 ,没有 什么 装饰 , 才 

现 的 是 丰 稍 的 商品 。 前 面 有 一 

胡 人 牵 驼 ,下 面 有 一 个 色 发 窗 上 

匠人 骑马 跟随 5 似 表明 在 林 下 

特 的 商 队 中 ,也 丰 突 顾 人 的 在 上 全 

在 。 

中 古 时 期 , 栗 特 商 队 是 中 国富 
国 和 中 亚 . 中 国 和 印度 .中国 积 
北方 草原 民族 问 贸 易 的 主要 承 有 
担 者 。 过 去 , 我 们 从 吐 卓 盔 出 
土 & 唐 垂 拱 元 年 (685) 康 多 罗 施 

等 请 过 所 案卷 》 中 ,得 知 这 个 由 图 妆 Miho 藏 石棺 票 特 

票 特 , 吐 火 罗 人 组 成 的 商 队 ,有 商旅 驼 运 图 

正式 商人 五 名 ,还 有 儿子 二 . 作 人 五 . 奴 三 . 婢 四 ,以 及 马 一 
匹 、 骆 驼 二 峰 、 豫 二 十 六 头 , 可 以 了 解 粟 特 商 队 的 规模 和 结 

构 !234 现在 ,我 们 从 这 些 石 档 床 的 浮 导 上 ,看 到 了 当年 栗 

特 商 惧 的 出 行 的 景象 , 主人 骑马 ,仆人 相 随 ,有 和牛 车 载 物 驶 

人 ,有 骆驼 背负 商品 ,有 罕 原 或 标 特 的 马队 护卫 评 行 。 从 通 

远 的 桶 特 故 乡 ,到 中 国 中 原 萎 地 的 邮 城 . 营 州 ,由 于 精心 的 

锥 备 和 严密 的 组 织 , 票 特 商人 得 以 在 丝绸 之 路 上 ,维持 了 数 

【1 ] 《Miho 图 录 》,248 页 .251 页 图 D。 

【2 ]〗 《 吐 重 熏 出 土 文书 }》 第 ?7 册 ,8 一 4 页 。 参 看 程 趣 黑 《 唐 代 过 所 研究 》. 北 划 

中 华 书局 ,2000 作 ,245 一 253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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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年 的 贸易 往来 . 

3. 狩 猎 与 种 植 

票 特 人 主要 生活 在 中 亚 的 绿洲 中 ,是 以 城 居 为 主 的 民 

族 , 种 植 业 发 达 。 同 时 ,作为 

忆 六 名 族 之 一 , 猎 猎 也 是 其 

传统 文化 的 诅 成 部 分 ,而 且 

占 于 罕 原 等 北方 游牧 民族 的 

统治 , 也 影响 到 索 特 人 对 狼 

狂 的 爱好 。 在 票 特 的 石棺 床 

上 .我们 也 可 以 看 到 狩猎 与 

种 植 的 石 欢 图 像 。 

除了 安 伽 石棺 床 后 屏 左 

数 第 一 幅 下 部 前 萨 保 狩猎 图 

外 , 左 屏 第 二 幅 也 是 一 幅 狩 

猎 图 ( 几 26)。 疼 分 为 三 下 

是 部 分 ,上 半 部 分 刻 绘 两 个 

卷发 衣 人 骑马 射 猎 次 羊 群 。 

下 半 部 刻 绘 两 骑 ,- 一 人 左手 

持续 ,右手 挥 甘 ,马上 四 蹄 胶 空 

时 , 己 背 在 兽 皮 靶 茱 。 另 

人 缓行 回 望 追 猎 背 。 马 径 

图 着 安 嫩 石棺 左 屏 

第 二 幅 狩 猜 图 

[1) 有 芝 慨 徊 砷 简 报 》,8 贞 , 轩 -六 。 

有 狗 追 逐 野 猪 。 贺 面 点 绥 着 

花草 山石 1 另外 , 右 历 第 



一 幅 也 是 疗 猎 图 (图 27)。 

“ 共 刻 绘 乒 位 骑 己 猎人 ,其 中 卜 
四 大 面 左 ,-- 人 桓 右 。 右 上 寺 
部 西 人 长 发 后 杜 , 弯 监 伏 向 
马 颈 ,- -手紧 握 马 组 ,给 人 一 
种 风 驰 电 和 录 的 感觉 。 下 面 三 | 
人 卷发 ,号 着 红 .黑色 袍 ,其 
由 一 人 座 妃 射 免 , 一 人 持 强 
索 套 磺 ，- 人 加 首 观察 科 来 | 
的 雄 狮 。 马 前 刻 绘 奔跑 的 站 
免 . 虎 、. 碗 、 雁 狮 等 动物 ,画面 
趾 衬 以 七 吐 树 等 花木 政 山 
耕 。 01 其 中 , 民 发 者 为 突 
豚 人 ,卷发 者 为 胡 人 。 

另外 . Miho 右 杞 床 石板 
&A 和 天 水 石和 档 床 左 侧 第 -- 
块 , 也 都 星 莓 猜 图 (2 表明 | 
这 种 生活 在 票 特 萌 落 中 的 普 | 
站 性 。 眶 弘 墓 的 闸 猎 阳 . 伺 、 
平 与 上 述 融 像 不 而 , 暂 轰 不 
论 。 

在 种 植 方面 ,我 们 过 去 
从 鼓 煌 写本 《 沙 州 俩 州 地 志 》 

狗 2? 安 便 石棺 右 屏 

第 一 幅 凑 猫 图 

[1 3 《 安 侧 此 简 报 y ,1819 页 ,图 三 口 。 
[2 ] 二 Miho 承 汪 》$ 247 一 248 民 ,250 页 图 Ai 天 水 募 简报》,52 页 ,图 版 乒 ;4, 图 

-二 :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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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,得 知 唐 朝 初 年 随 康 国 大 首领 康 

条 监 东 末 罗布 泊 地 区 的 胡 人 ,就 修 

筑 蒲 桃 域 ,种 蒲 桃 (区 区 ) 于 城 

中 (5 我 们 在 这 些 石 术 床 洋 允 中， 

特别 是 让 七 额 所 小 安 提 出土 的 一 组 

鳃 像 中 ,和 吾 到 桶 特 聚 落 中 有 生长 星 

盛 的 葡萄 ,形成 葡萄 园 .这 必然 是 可 

特 移民 种 植 的 结果 。 安 项 墓 后 屏 第 

二 柱 团 林 宣 詹 图 的 中 间 , 志 种 植 的 

是 典型 的 村 特 类 型 葡萄 树 。 

在 意思 的 是 ,天 水 左 屏 第 三 幅 ， 

是 衣 人 琶 酒 图 ( 阁 28)。 画 面 台 上 三 

人 , 汗 视 着 人 台 便 的 两 个 兽 头 , 痹 口中 

流 消 酒 小, 下 面 有 两 个 大 酒 舍 正 在 

厌 接 ,大 父 中 间 有 一 大 ,左手 执 一 小 

, 正 从 代 中 往 瓶 中 装 酒 。 另 有 一 

大 尺 手 抱 瓶 , 边 走 边 阁 酒 香 。 下 画 

一 人 足 坐 地 上 ,左手 捧 碗 柄 饮 , 身边 

有 一 条 酒 ':) 这 是 十 分 难得 的 反映 票 特 衣 人 在 聚落 中 从 

酿造 到 饮 活 的 过 程 的 形象 资料 。 

安 人 徊 . 庶 弘 等 幕 芋 的 时 代 , 杜 特 聚 落 还 设 有 被 中 国 中 央 

或 地 方 政府 改编 成 多 里 , 国 此 ,这 些 右 档 土 的 -- 些 共同 的 主 

题 ,表现 了 聚落 内 部 的 日 常生 活 状况 。 这 些 日 常生 活 有 宴 

台 ”天 水 石棺 左 屏 第 

三 幅 胡 人 酿酒 图 

[T] 她 田 议 # 寂 州 赂 经 团 考 $ 枢 捕 圭 还 历 记念 东洋 史 沧 基 ?》, 东 京 IDUU 出 版 社 ， 

引 一 93 下 这 释 录 3--,39 板 。 

[23 赤 天 水 此 简 报 》.51- 一 52 丰 . 图 版 拥 :1. 弄 二 :9， 



饮 和 舞 明 ,有 新 年 节庆 的 场面 ;地 有 狩猎 ,这 是 尚武 的 票 特 

人 或 聚落 中 共 他 中 亚 人 经 常 从 事 的 活动 ;还 有 种 植 葡萄 , 玲 

造 区 和 萄 酒 。 这 些 图 像 和 文献 透露 的 一 些 票 笑 人 的 聚落 生活 

博 况 足 - 致 的 。 还 有 -- 点 人 情 得 撕 到 , 阅 父 资料 中 几 平 症 有 

农业 劳动 的 场 虹 ,这 似乎 说 明 采 特 娶 落 中 ,农业 所 占 的 比 车 

很 小 。 

五 、 骏 特 聚 落 的 开头 仪式 

票 特 人 按照 只 教 的 丧 菲 仪式 , 死 后 尸体 由 独 吃 掉 , 然 后 
把 晋 下 的 骨头 放 在 骨 丛 {Ossuary) 中 埋 起 来 。 虽 然 新 疆 吐 鲁 
普 发 现 过 这 种 骨 从 ,但 中 原 内 地 还 没有 发 现 。 中 国人 的 囊 
苦 习 众 是 把 户 体 装 人 检 樟 后 土 莫 的 , 桶 等 人 进 人 中 原 后 ,也 
逐渐 改 用 土 莫 。 此 前 发 现 的 以 土葬 方式 埋 非 的 粟 特 人 墓 
旨 , 都 是 册 唐 以 来 的 ,和 汉人 基本 没有 区 别 , 有 的 只 不 过 是 
在 随葬 品 中 多 了 一 些 舶 来 唱 (1， 然而 , 瑶 嫩 南北 彰 以 来 有 
大 量 粟 特 人 人 居中 国 ,他 们 都 到 哪里 去 了 ,相依 有 相当 多 的 
人 是 采用 聚 特 式 的 莫 俗 ,因此 留 下 的 遗迹 较 少 。 

现在 ,由 于 北朝 末年 安 伽 摹 的 发 现 和 其 他 栗 特 五 术 的 
确认 ,我 们 可 以 了 解 到 -- 些 从 骨 贷 到 石棺 的 过 渡 形 态 。 这 
些 翡 没有 见 到 棺 樟 ,只 有 石 术 床 ,大 多 数 由 床 座 、 床 板 和 屏 
风 组 成 (有 人 称 之 为 “ 围 屏 石 栅 "), 和 同时 期 中 原 汉 式 莫 昔 

【1 ] 固原 棍 特 人 墓地 出 土 了 带 有 中 古 疲 斯 京 的 宝石 印章 .人 金币 的 氢 面 .波斯 银 

币 . 拜 占 延 金币 等 西方 传 来 的 物品 , 见 加 ## 固 原 南 邦 附 唐 甘地 ,北京 文物 

出 版 社 ,1986 年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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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同 。 特 别 是 安 伽 的 尸骨 基 放 在 站 门 外 面 , 而 且 经 过 火烧 ， 

市 莫 室内 只 有 -- 座 石 榨 床 。 这 种 磊 式 既 不 是 中 国 传统 的 做 

法 ,也 不 是 蛇 特 本 土 的 形式 ,应当 层 大 华 票 畦 人 炉 合 中 原 土 

润 梨 结构 . 汉 式 石 亿 以 及 粟 特 入 导 骨 管 的 结果 。 

除了 科学 的 考古 发 据 给 我 们 提供 的 聚 特 人 的 墓室 情况 

外 ,Miho 美术 饥 所 藏 石棺 床 后 壁 第 二 块 板 J 上 ,保存 了 一 

幅 珍 贵 的 梨 特 丧 芋 ( 疼 29)。jJadhith Lemer 特 就 此 赂 所 写 了 

《六 世纪 中 国 的 中 吉 人 一 一 点 罗 亚 斯 德 数 谍 项 侈 式 》 一 文 ， 

详细 阐明 了 多 像 的 内 容 : 画 面 分 上 下 两 部 分 。 上 部 的 中 央 

站 立 着 一 位 身 穿 长 袍 的 祭 可 , 脸 的 下 耐 , 戴 善 .- 种 白色 的 口 

置 5 琴 教 专 名 为 paqam) ,前 而 有 - - 火 坛 ,站 在 火 前 的 祭司 正 

在 护持 圣火 .应当 是 进行 “户外 奉 南 似 式 "(afrimnagan)y。 在 火 

坛 旁边 ,有 一 个 托盘 ,上 面 有 面包 或 水 果 , 火 坏 的 另 一 边 有 

-一 撼 子 , 盛 养 供 仪式 用 的 液体 。 妹 司 后 面 有 四 上 人 ,二 跪 二 

立 , 均 手持 小 刀 葛 面 。 球 司 等 人 的 左边 有 七 天, 前面 是 两 个 

康子, 一 人 手持 几 个 小 包 被 ,后 面 王 个 男子 叉 手 站 立 ,悲伤 

地 注视 着 前 方 。 火 才 和 交 子 前 面 是 一 围栏 ,里 面 有 三 头 骆 

蓄 , 只 有 后 哺 显 露出 来 。 下 部 有 二 女 三 男 。 二 男 在 前 ,一 男 

二 女 在 后 .身后 有 于 匹 蕊 ,人 和 马 癌 着 树 的 方向 前 进 。 上 了 下 

两 部 分 的 中 癌 , 有 -- 条 小 狗 , 站 在 妹 司 旁边 , 面 朝 火 二 。 在 

共 教 苏 仪 中 , 狗 瞩 视 尸 体 , 称 " 大 视 ”(Sagdd) [1 

这 显然 是 一 幅 本 教 袁 苦 仪 式 的 图 像 , 表 阴 一 个 只 教徒 

去 世 后 ,要 由 祭司 在 革 痰 面前 主持 户外 奉献 仪式 ,他 的 局 转 

有 死者 的 女 状 和 其 他 送 项 的 人 ,后 面 则 有 以 突厥 式 的 蓄 面 

【 1] JJ Lemar，“Ceantry 上 Asians 训 Sah 一 pmthary China: 点 Foroaalrian Fumerary Rite”， 

Trade 用 mL ， 是 扣 ，1995 ，PpP- 9 ~ 1590. 



图 29 Mbo 项 石 懋 丧 苦 仪式 图 

来 个 亡者 。 姜 伯 勤 先生 《图 像 证 史 : 人 华 粟 特 人 凿 教 艺术 与 

中 华 礼 制 艺 术 的 瑟 动 ?一 六 认为 ,这 正好 证 明了 《 隋 书 》 卷 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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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如 对 特 片 吉 肯 特 避 画 表 匡 图 

三 《 康 国 传 } 所 说 的 "婚姻 袁 制 ,与 突厥 同 " 的 记载 (2 下 面 

的 力 像 可 能 是 接着 上 面 的 ,在 经 过 “ 帮 栅 "后 ,死者 由 马车 驶 

向 树林 当中 ,有 男女 遂行 。 

了 票 特 过 址 片 吉 肯特 (Panjikent) 发 现 的 形 匡 仪式 壁画 中 ， 

也 有 闭 面 的 图 像 ( 图 3) ,说 明 这 是 表现 票 特 丧 苦 的 组 成 部 

分 。 另 外 ,在 票 特地 区 Kashka - darya 发 现 的 肯 伪 上 , 志 有 

带 口音 的 球 司 站 在 火 坛 前 的 形象 (图 31)。 这 些 资料 放 在 

一 起 ,不 仅 使 我 们 了 解 了 票 特 阳 落 中 粟 特 人 玫 奈 仪 式 的 来 

历 ,也 为 这 种 仪式 的 进行 提供 了 珍贵 的 图 像 资 料 , 它 所 表现 

的 庄重 场 商 与 其 他 宣 饮 .乐舞 、 和 狩猎 不 同 ,特别 是 证 教 祭礼 

活动 在 丧葬 中 的 核心 地 位 ,和 我 们 下 面 所 说 栗 特 聚落 的 刁 

【1 2001 年 5 月 作者 以 未 刊 稿 见 兢 ,特此 黎 谢 。 以 下 引 旋 文 同 此 。 



图 31 Kashka-dara 骨 舍 上 的 朱 司 与 火 坛 

教 信仰 必 完 全 吻合 的 。 

六 、 桶 特 聚 落 的 只 教 信仰 

我 们 已 经 从 有 关 敦 煌 、 吐 鲁 番 等 地 衣 人 的 记载 中 了 解 
到 ,在 又 特 聚 落 中 往往 有 胡 人 信奉 的 只 教 祭 祀 中 心 一 -只 
祠 ,说 明 粟 特 胡 人 信 尝 的 宗教 主要 是 波斯 . 栗 特 传统 的 宗教 
信仰 一 一 天 罗 亚 斯 德 教 。 因 此 , 栗 特 聚落 的 首领 萨 保 ,不 仅 
仪 是 队 商 首领 和 聚落 的 头 人 , 癌 时 也 是 该 聚落 的 宗教 首领 ， 
而 县 ,由 于 宗教 在 维系 聚 特 聚落 凝 周 力 上 具有 十 分 重要 的 
作用 ,所 以 只 教 神职 人 员 在 聚落 中 具有 重要 的 地 位 。 史 籍 
记载 萨 保 府中 的 职 官 不 多 ,有 专门 负责 只 教 事务 或 只 福 的 
只 正和 突 祝 。 但 是 ,这 些 认识 尚未 得 到 所 有 学 者 的 认同 . 因 
为 聚 特 人 也 是 摩 尼 教 . 景 教 的 传播 者 ,而且 随 着 粟 特 人 的 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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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 ,和 人 华 村 特 人 越 米 越 移 二 族 依 了 佛教 ,有 时 人 息 我 们 很 难 确 

定 栗 特 人 的 宗教 信 佩 。 因 此 , 区 特 聚落 时 代 的 宗教 信仰 问 

是 仍 有 识 和 人 阐明 的 必要 。 

我 们 从 文献 记载 和 出 土 误 书 中 ,已 经 得 知 以 下 地 区 认 

裙 的 存在 : 

敦煌 :斯 坦 因 在 敦煌 长 城 烽 购 下 获得 的 公元 四 世纪 初 

所 写 票 特 文 古 信和 起 的 内 容 表 明 ,这 些 来 到 河西 走廊 敦 类 等 

地 的 栗 特 商人 中 ,有 认 教 神职 人 员 Bynpt( 祠 主 、 宇 主 ) ,内 此 

可 以 比较 肯定 地 说 , 自 四 进 纪 初 叶 起 , 票 特 人 就 在 敦煌 他 们 

自己 的 聚落 中 建立 了 证 祠 !14 直到 唐 朝 , 沙 州 城 东 一 里 

处 , 仍 闻 定神 认 . 并 记录 于 唐 盘 官府 所 修 《 沙 州 图 经 》(P. 

2005):… 立 舍 , 画 只 主 ,部 有 片 舍 。 其 院 周 回 一 百 步 。”[2) 

类 有 -一 定 规 模 。 

高 昌 :吐鲁番 安乐 城 出 十 的 k 金 光明 经 》 卷 二 题记 ,证 明 

早 在 庚午 岁 (430) ,高 昌 城 东 就 有 胡 天 祠 431 从 高 昌 的 地 

理 位 置 和 后 来 呈 鲁 备 文 书 中 大 量 的 栗 特 人 的 记录 ,这 里 早 

期 一 定 有 栗 特 聚落 的 存在 , 而 合理 的 地 点 就 在 高 曲 城 东胡 

天 祠 的 周围 。 

骨 州 长沙 州 骨 州 地 志 3 册 州 条 记 贞 观 十 四 年 (640) 高 昌 

未 破 以 前 , 仇 州 “ 火 只 让 中 有 素 书 ( 画 ) 形 像 无 数 , 有 旗 主 检 

架 陀 者 , 因 人 朝 至 京 ",“ 其 州 下 立 唐 , 神 名 阿 揽 "[4j。 这 当 

{ 1 套 看 而 .B Henoning,“The Date of the Sopdian Ancient Lettere"， 可 SOAS ，XII， 

1948 ，p.602. na.3; 荣 新 江 生 教 初 传 中 国人 年 代 葵 ? 340 一 341 页 ;N.Sima - 

机 illiams,“The Sogdian Merchants in China and [ndia"，pp.48 一 49。 

【2】 池 瑟 温 f 钞 州 图 经 略 考 》.70--71 页 赤 释 录 } 一 ,1 页 。 

【3 ] 《 新 疆 维 吾 尔 自治 区 博物 馆 》, 北 京 冯 物 出 版 杜 ,1991 年 ,图 中。 

[4] 《 生 录 340--41 页 . 



然 呈 隋 未 唐 初 占据 其 地 的 以 石 万 年 为 首 的 粟 特 人 的 信 全 中 

心 。 

石城 镇 六 沙 州 几经 》 郑 五 (P.5034) 记 载 , 康 卸 典 为 普 领 

的 石城 镇 栗 特 千 落 中 ,也 有 "一 所 只 舍 ”[1) 

臣 威 ( 附 张 拔 ): 唐 人 张 营 扎 《 朝 野 售 载 》 卷 三 记 : 闲 州 

话 神 祠 ,至 祈祷 日 ,只 主 以 铁 钉 从 额 上 杀 之 , 直 词 腋 下 , 印 出 

门 , 身 轻 若 飞 , 须 哑 数 自 里 .至 丁 只 神 前 狂 - 一 曲 即 却 , 至 后 认 

押 ,万 技 杀 ,无 所 损 。 协 十 佘 吕 , 平 复 如 初 。 莫 知 其 所 以 然 

也 。 这 里 不 仅 证 明 票 特 明 人 势力 懂 其 强盛 的 式 威 有 证 祠 和 

管理 只 福 的 区 主 ,而 且 从 西 圣 张掖 五 百 里 来 推算 , 西 评 神 所 

在 地 应 当 是 指 张掖 ,说 明 那 里 同样 有 夫 祠 (2 

长 安 : 唐 朝 部 厌 长 安 共有 五 所 族 祠 ,分 别 在 布 政 , 醴 录 、 

普宁 . 崇 化 . 靖 蕉 坟 ̀ 闷 者 是 位 于 标 特 胡 人 居住 比较 集中 的 

地 方 。 其 中 崇 化 坊 之 只 柯 , 据 姚 宽 《 西 汪 从 语 }? 卷 上 的 记载 ， 

可 以 上 瀚 到 贞观 五 年 (631) 。 

洛阳 : 东 都 洛阳 城内 立 德 坊 , 修 善 坊 .会 节 坊 及 南 市 中 ， 

都 有 认 禄 ,为 群 胡 奉祀 14 

贤 州 :人 4 安 禄 山 事迹 ?着 上 记 : “ 湾 于 诸 道 商 胡 兴 贩 , 每 岁 

输 异 方 珍 货 计 百 万 数 。 每 商 至 , 则 廊 山 胡 服 , 坐 重 床 , 烧 香 列 

珍宝 , 令 百 项 侍 左 右 , 群 胡 罗 拜 于 下 , 邀 福 于 天 。 禄 山 成 陈 性 

衬 , 诸 巫 击 鼓 ,歌舞 ,至 莫 而 散 。 笔 者 曾 对 照 4 朝 野 伍 载 》 着 二 

f 1 泡 盏 泣 《 证 州 图 经 覆 考 ?》,% 页 ;者 读 ?》 一 ,37 页 。 

(2 】 味 国 灿 《各 要 至 了 唐 河西 胡 人 的 聚居 与 火 祝 教 3. 西 北 民族 研究 )1988 年 第 

1 期 ,208 丙 ， 

[3】 向 达 # 南 栈 长 迪 与 西 十 文明 ?》 ,的 扣 页 ; 福 司 瑟 4 絮 斯 羡 火 教 与 十 代 中 国 ?， 

台北 新 文本 出 版 公司 .1995 年 .H9 149 页 ; 李 和 健 超 《增订 唐 两 京城 坊 考 》， 

西安 二 秦 出 版 村 ,1996 年 ,132 .207 .219.227 .149 页 。 

【4 】 李 健 超 & 增 订 竺 两 京城 培 考 9,293.315 .340.362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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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rT 到 辣 对 二 

内 ， 学 

所 记 河 南 府 立 德 坊 等 处 只 庙 的 称 礼 情形 .指出 上 述 记载 实 为 

安 禄 山 与 胡 人 朱 祠 本 神 的 医 动 1()2 这 条 科 料 记录 在 安 禄 届 

任 范 阳 ,至 点 两 季度 使 以 后 ,地 点 当 在 辆 州 。 

获 应 发 宝 记 处 编 9 卷 六 著 刘 《4 唐 鹿 泉 胡 神 福 文 ?:“ 唐 来 

复 扎 并 兴 , 宝 { 历 一 年 (826) 四 月 立 在 获 鹿 。 火 定 教 的 寺庙 

多 称 作 襟 ,故此 处 之 胡 神 祠 很 可 能 是 所 只 祠 12 

系 寿 : 床 人 干 塘 《 北 道 刊 误 志 》 记 载 :“ 装 州 乐 大 县 亦 有 

只 神 应 , 唐 长 庆 : 年 (823) 置 ,本 号 天 神 。 31 

以 于 列举 了 明确 属于 唐 朝 和 唐 朝 以 前 的 叭 祠 ,其 中 敦 

' 煌 高昌. 伊 州 .石城 镇 .武威 等 好 的 只 祠 , 应 当 就 是 立 在 原 

本 的 桶 特 到 落 当中 的 ,他 们 是 栗 特 阳 落 的 宗教 信仰 中 心 。 

长 安 . 洛 阳 以 及 河北 地 区 的 只 祠 ,是 和 硼 人 在 唐 朝 前 期 多 集 

中 在 两 京 ,而 安史之乱 后 又 密集 中 到 河北 道 相 关 的 ,它们 是 

相对 集中 的 胡 人 从 事 宗教 祭礼 的 场所 ,但 很 难说 仍然 是 在 

桶 特 育 落 当中 - 

负 于 文献 材料 的 租 乏 ,我 们 不 可 能 在 每 一 个 有 育 特 人 

的 地 方 都 找到 检 栖 的 记载 ,但 上 述 材料 给 我 们 一 个 深刻 的 

印象 , 即 可 能 每 个 萌 特 旧 落 当中 ,都 有 只 祠 的 建筑 。 

从 文献 总 结 出 的 印象 现在 得 到 了 新 发 现 的 考古 资料 的 

强 有 力 支持 。 安 何 , 虚 弘 莫 更 进 一 步 肯 定 了 藤 特 聚落 中 胡 

大 的 只 教 信仰 。 

在 安 伽 莫 墓 门 的 门额 上 , 启 画 着 三 只 骆驼 支撑 的 火 坛 ， 

两 旁 是 半 鸟 半 人 形 的 祭司 ,下 面 是 典型 的 栗 特 供养 人 ,上 有 

【1 ] 药 新 江 k 宗 山 的 种 艾 与 宗教 信 作 》 ,239 一 240 页 。 

【2 程 四 4 从 石 旨 由 料 看 人 华 聚 特 人 的 宙 化 ?22 页 。 

【3 ] 条 看 神田 喜 ' 一 郎 {t 认 数 颈 记 》 屎 中 林 》 种 18 着 第 1 号 ,1933 年 ,16 页 。 



图 嫌 ” 老 若 莫 门额 上 的 圣火 坛 

攻 天 ,各 持 稚 管 和 琵 瑟 ( 狗 32)。 对 此 , 必 简 报 ?有 详细 描述 : 

“门额 半圆 形 , 高 66, 宽 128 厘米 ,正面 减 地 刻 绘 只 教 球 礼 图 

案 。 中 部 为 节 载 于 才 花 三 驼 座 上 的 火 坛 ,骆驼 站 立 于 覆 姻 

座 上 , 背 驮 仰 覆 于 上 承 圆 盘 , 盘 内 起 薪 火 , 火 焰 升 腾 。 火 坛 

左右 土方 分 别 刻 对 称 的 传 乐 站 天 , 头 戴 花冠 . 跳 足 , 桔 带 飞 

萝 , 右 侧 考 弹 秦 曲 颈 琵琶 , 左 侧 者 抚 弄 稚 徐 。 习 天 下方 各 有 

一 人 身 座 足 神 ,卷发 , 深 日 ,高举 , 络 有 晶 胡须 , 似 戟 口 单 , 肪 下 

生 双 避 , 长 尾 上 扬 , 双 手持 神 枝 伸 向 供 案 。 案 为 三 足 , 上 置 

瓶 .把 罗盘 等 器 咀 , 报 内 持 莫 花 等 吉祥 花 时 , 臣 罗 可 能 用 来 

盛 酒 。 高 瓶 贴 爹 , 其 他 器 到 涂 白 , 花 时 贴 金 或 疹 绿 彩 , 案 涂 

黑色 。 兢 右 侧 下 角 各 跤 一 供养 人 , 左 仙 者 披 发 , 身 着 友 领 紧 

身 衣 , 腰 东 带 , 左手 置 于 贴 金 球 炉 上 ; 右 侧 者 卷发 , 头 戴 虚 

帽 . 身 着 翻领 紧身 衣 , 右手 置 于 需 炉 上 ,左手 持 一 方形 物 。 

曾 面 阴 刻 部 分 涂 红 彩 。11 姜 伯 勤 先 生 《 西 安 北 周 萨 保安 

[1 ] 《 安 项 革 简 报 y ,5 一 7 页 ,图 上 八 吕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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伽 莫 冬 像 研究 } 一 文 , 攻 和 定 了 这 个 画面 的 只 救 性 质 。 埋 伟 先 

千 在 《 北 局 安 伽 墓 负 屏 石 慢 之 相关 问题 线 筑 》- 文 中 ,对 比 

粟 特 等 地 发 现 的 拜 火 坛 形象 ,仔细 分 析 了 安 伽 莫 的 这 个 到 

火 圣 压 押 像 ,并 正确 地 指出 :这 幅 图 称 避 刻 在 门 壬 这样 让 

要 的 位 置 工 ,证 实 了 花 主 安 何 的 萨 保 身份 ,也 是 北周 时 期 斌 

载 在 中 土 流 行 的 物证 。 [1 蕊 尔 沙 克 教 授 也 指出 :村 特 发 

现 的 壁 醒 ,有 神 举 在 骆驼 上 面 ,或 是 神 手 托 着 骆 旧 , 骆 蛇 代 

表 “ 胜 利之 神 ",《 阿 维 斯 增 ?(Avesta) 说 胜利 之 神 以 隆 驼 的 

形象 出 现 。 人 忆 妆 高 告 级 火 坛 就 是 用 骆驼 装饰 的 火 坛 , 安 徊 

董 门 榈 所 绘 即 这 种 高 等 级 火 坛 ,是 非常 重要 的 材料 。 半 人 

半 乌 的 形象 又 见于 巴 米 扬 石 窜 的 天 花 板 上 (图 33) ,密斯 拉 

(Mithra) 神 站 在 战 车 上 ,有 愤 的 与 驾 着 战 车 ,车 轮 旁 边 有 半 

人 半岛 像 ,也 有 口 墨 , 手 执 火 炬 , 飞 回 天 空 !27 这 左右 两 个 

半 人 半岛 形象 ,和 安 傅 火 于 最 接近 的 131 

责 弘 墓 的 石棺 下 面 的 床 座 上 ,也 立 雕 有 火 坛 ,两 边 也 是 

半 乌 半 人 形 的 祭司 (图 34)。《 简 报 》 的 描写 如 下 : "该 画面 对 

给 于 梓 雁 前 壁 下 排 正 中 。 画 面 中 部 ,是 一 个 灯台 形 火 荆 ,中 

心 柱 较 细 ,底座 和 火 盆 较 粗 , 火 坛 上 部 呈 下 层 昼 茵 形 , 上 有 

能 能 火焰。 在 其 左右 两 边 ,. 有 两 个 人 首 应 自 的 人 相对 而 立 ， 

上 半身 为 人 身 , 均 戴 一 冠 , 黑 色 长 发 呈 波 形 氢 在 头 后 , 深 卓 

高 鼻 , 浓 眉 大 眼 , 须 音波 审 ,并 后 有 两 条 红 摇 二 色 的 际 带 ,向 

后 翻 飞 。 身 着 红色 贺 领 半 璧 衫 , 半 臂 档 口 处 有 花边 , 肩 披 一 

轻柔 的 火焰 形 长 巾 , 经 过 肩 臂 , 标 卷 于 身后 。 腰 系 一 软 带 ， 

【1] 《六 物 32005 年 第 1] 项, 史 一 委 站 ;有 见 { 麻 现 韦 稿 一 韩 伟 考 征文 集 》, 北 

京 ,科学 出 版 社 ,2001 年 , 108 一 112 页 。 

[2] 见 蝶 . Rowland，Centred dfa ， 84，fHeg.36。 

{31 2001 年 5 月 在 目 京 天 学 的 演讲 。 



图 33 巴 米 扬 石 富 顶 部 密 特 拉 神像 

软 带 在 腹 前 打 结 ,然后 垂 地 , 带 端 也 为 火焰 形状 。 下 半身 为 

遍 身 ,有 应 细 , 座 尼 、 应 腿 狼 。 两 人 均 是 上 身 倾 向 火 坛 , 手 戴 

手套 ,一手 后 嘴 ,一 手 伸 出 , 抬 着 火 坛 一 出。 这 种 形式 在 世 

界 各 地 和 拜 火 教 图 像 和 让 斯 银币 图 案 中 常见 , 旭 炙 先生 在 研 

究 中 国 发 现 的 波斯 银币 图 像 时 节 指 出 “银币 上 的 昧 运 底 座 

有 二 级 ,中心 柱 较 细 ,有 打 江 角 结 的 条 带 在 柱 的 两 侧 , 带 的 

末端 向 下 于 扬 。 坛 的 上 部 一 层 , 逐 层 外 伸 扩 大 ,最 上 上层 有 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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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4 嵌 弘 墓 石 棺 床 座 上 的 圣火 坛 

置 联 珠 一 列 或 二 列 。 再 上 为 上 天 的 火焰 "。 认 为 这 是 典型 

的 只 教 礼仪 的 象征 .”511 姜 伯 勒 先 生 已 经 指出 这 个 图 像 的 

本 教 性 质 !24 我 们 还 注意 到 , 安 务 和 处 约莫 的 这 种 琴 边 是 

条 王 , 中 间 是 火 坛 的 构图 ,实际 也 是 有 桶 特 的 根源 ,我 们 从 

莫 拉 一 库 尔 干 (Mulla - kurgan ) , Krasnorechensk 所 出 土 的 肯 

人 上 ,都 看 到 过 这 种 图 像 { 图 35 一 36) ,安阳 石棺 床 的 门 柱 

上 ,也 同 料 是 一 对 等 司 ( 图 37) .只 不 过 因为 分 在 门 两 边 , 因 

此 各 有 一 个 火 坛 。 

这 种 半 人 大 半 乌 的 妹 司 护持 火 坛 的 形象 ,是 最 具 特 征 的 

只 教 图 案 ,在 安 伽 墓 中 ,被 绘 于 石门 的 上 面 ; 在 处 弘 幕 中, 则 

导 刻 在 托 着 石棺 床 的 樟 座 前 壁 正 中 的 位 置 ; 两 个 地 方 都 是 

视觉 的 中 心 .也 是 表现 宗教 信仰 的 育 焦 点 ,因此 ,这 两 个 摹 

【1 ] 《 庶 弘 部 简报 》,43 一 44 所 , 三 一 ,三 六 。 

【:] 效 伯 好 { 隋 检 校 萨 宝 成 经 昔 石 樟 面 像 石 置 像 程序 试探 和 ,如 说 唐 之 间 冯 

作 互 动 与 变 柄 国际 学 术 研 讨 会 "论文 汇编 》. 北 京 大 学 考 占 系 ,2000 年 了 月 ， 

28 更- 



坛 与 系 司 

图 天 “Krasnorechensk 骨 答 上 的 火 坛 与 祭司 

计 志 焉 瑟 臣 了 遇 宰 区 酒 甬 小 揭 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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丹 于 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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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7 安阳 石棺 门 柱 上 的 火 你 与 祭司 

的 主人 一 定 是 只 教徒 。 而 从 墓志 我 们 知道 , 安 伽 是 同 州 萨 
保 , 义 弘 是 检 校 并 州 等 地 萨 保 府 的 官员 ,说 明 萨 保 府 和 莅 保 
与 斌 教 的 密切 关系 , 换 名 话说, 萨 保 或 萨 保 府 应当 是 笼 畦 在 
只 教 的 氛围 里 , 萨 保 或 萨 保 府 受到 检 神 的 保护 。 
此 外 .Miho 所 藏 厂 术 床 图 像 上 ,有 娜 娜 (Nana) 女 神像 



电光 以 且 计 得 有 下 
所 

帮 捷 起 疡 
2 

潍 和 

图 38 ”Mibho 藏 石板 娜 娜 女神 像 

《图 38) [已 姜 伯 勤 先生 《图 像 证 史 :人 华 票 特 人 突 教 艺术 与 

中 华 礼 制 艺术 的 互动 》-…- 文 ,对 此 做 了 详细 的 论证 。 处 纹 石 

棺 床 图 像 上 的 许 才 人 物 都 有 背光 , 盐 明 他 们 的 神 性 。 广 弘 

[ 1] 《ntiho 图 录 》,249 一 250 砚 ,图 J。 

站 起 叫 马 下 导 疯 委 泣 请 珊 描 攻 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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墓 的 图 像 和 其 他 几 套 右 熔 床 图 像 有 所 不 同 , 我 们 日 前 还 不 

能 消 楚 地 知道 其 中 所 指 , 但 从 整个 图 像 主题 .风格 和 一 些 装 

饰物 ,部 和 伊 妈 ,有 栗 特 的 获 教 图 像 有 共同 之 处 ,所 以 我 们 相 

舍 其 整体 上 的 宗教 思想 ,应 当 是 证 教 的 内 涵 。 

新 发 现 的 粟 特 取 落 首领 和 和 负责 上 萨 保 府 事务 的 官员 的 曹 

大 ,都 带 有 如 此 明显 的 只 教 色彩 ,不 难 使 我 们 得 出 结论 ,村 

特 聚 落 当 中 .应 当 是 以 区 教 为 主要 宗教 信仰 的 。 

最 近 新 发 现 的 考古 资料 ,深化 了 我 们 对 票 特 聚落 的 认 

识 ,使 我 们 了 解 了 桶 特 阳 落 内 部 形态 的 各 个 方面 ,这 有 助 于 

我 们 理解 票 特 人 带 给 中 国 的 物质 文化 和 精神 文化 。 我 相 

信 , 随 着 研究 的 深 人 ,我 们 将 能 够 更 加 深 人 地 理解 以 栗 特 人 

为 媒介 所 进行 的 东西 方 文化 交流 的 历史 。 



隋 及 唐 初 并 州 的 萨 保 府 
写 聚 特 聚 落 

1999 年 了 上 月 ,山西 考古 王 作 者 在 太原 市 晋 源 区 王 郭 村 ， 

用 科学 的 考 百 手段 ,发 据 出 完整 的 义 弘 莫 石 杞 ,并且 和 记 有 

位 切 的 人 拜年 代 ( 隋 和 开 皇 十 二 年 ,592 年 ) 和 曹 主人 身份 ( 检 

较 萨 保 府 ) 的 墓志 一 起 出 土 ,石棺 二 的 对 和 像 具有 明显 的 栗 特 

美术 特征 , 而 县 其 宗教 内 涵 更 由 起 专家 学 者 的 高 度 重 

补 ( 1 

无 独 有 偶 ,2000 年 537 月 份 , 陕 西 省 考古 所 在 西安 市 

北部 发 据 了 北周 大 象 元 年 (579) 的 安 匣 墓 , 莫 志 确切 说 明 医 

主人 是 来 自 中 亚 聚 特地 区 的 安国 人 ,而 周 屏 石棉 上 的 图 像 

明显 展示 了 票 特 检 教 美术 的 宏大 画面 ?1 

[ 1] 】 张 庆 捷 《太原 隧 代 辜 弘 莫 石 述评 驹 3 汉 唐 之 间 : 文 化 互动 与 变 融 学 术 和 研讨 

会 " 论 玄 , 比 京 大 学 考 吉 系 ,2000 年 了 月 和 3 昌 ; 山 西 省 考 太 研 充 所 等 《 太 

原 隐 和 代 磺 双 巩 消 至 简报 ?文物 j2001 年 第 1 期 ,2 一 92 页 。 

[ 2 1】 尹 申 平 《 安 介 莫 展 现 的 历史 天 卷 ? 必 中 国文 物 报 ?2000 年 8 月 了 月 第 一 版 ; 

陕西 省 考古 研究 所 《西安 北 疮 北周 安 怖 幕 发 播 简报》 考古 与 文物 )2000 年 

第 石 期 ,28 一 5 页 ; 同 作 者 4 西安 发 现 的 北周 安 介 莫 ?文物 $2001 年 第 1 

期 .4 一 26 页 。 

各 关闭 注册 迅 关 看 导 宝 半 当 记 训 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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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 于 中 启 地 区 的 这 两 座 将 所 出 寺 的 票 特 怀 教 图 像 材 

料 ,上 纪 然 还 有 省 和 多 画面 没有 竹 到 央 广 的 解释 ,图像 之 问 的 程 

序 也 还 末 弄 清 ,但 对 比 文献 材料 和 栗 特 地 区 残存 的 壁画 .中 

刻 ,这 些 新 资料 不 促使 我 们 深入 患 考 中 古 时 期 入 华 栗 特 移 

虹 聚 落 的 形态 ,更 重要 的 是 填补 了 票 特 本 士 万 至 整个 中 亚 

地 区 所 证 在 的 光束 .系统 的 酌 教 图 像 空 口 。 笔 考 有 举 看 到 

这 两 座 训 的 : 些 图 片 和 约 灯 片 , 现 仪 就 隋唐 之 际 并 州 ( 太 

原 ) 地 区 萨 保 条 和 款 特 琅 落 的 问题 , 提 肌 一 些 粗浅 的 看 法 。 

从 魏 垩 时 期 开始 ,由 于 商业 上 的 原因 和 票 特 本 土 民 族 

受到 路 哇 、 突 厥 .大 食 等 势力 的 侵 乱 ,促使 大批 栗 特 人 向 东 

迁徙 .他们 有 的 进入 江北 窗 态 汗 同 ,有 的 人 仁 北 魏 .北齐 . 北 

周 .隋唐 各 级 军政 机 枸 ,有 的 则 一 直 以 商业 民族 的 志和 象 活 

靶 在 中 国 中 古 社会 当中 。 票 特 入 汽 丝 绸 之 路 东 来 ,在 沿途 

重要 城镇 留 居 ,形成 了 梢 藩 . 一 部 分 人 狠 下 来 ,一 部 分 信和 否 继 

续 东 行 . 形 成 新 的 聚落 。 这 些 紫 落 由 胡 人 集团 首领 “ 萨 保 ” 

(或 作 ”* 萨 甫 " “ 萨 短 "“ 萨 宝 " ,原意 为 队 商 首领 ) 主 持 。 由 

于 大 多 数 粟 特 人 信奉 宋 特 传统 所 信奉 的 宗教 ,所 以 聚落 中 

往往 立 有 话 祠 , 萨 保 即 成 为 粟 特 聚 落 中 的 政教 大 首领 。 北 

朝 敌 唐 政 府 为 了 控制 这 些 胡 人 到 落 , 设 萨 保 府 管理 ,把 萨 保 

纳入 中 国 的 官僚 体制 当中 。 芯 保 作为 视 流 外 官 ,专门 由 胡 

人 人 彰 领 担任 。 北 朝 隋 元 的 中 央 政 府 对 票 特 聚落 的 控制 有 一 

个 漫长 的 过 程 ,在 北朝 早期 ,大 多 数 聚 落 不 受 政 府 约 永 , 有 

关 的 记载 也 就 较 少 ,以 后 用 任命 萨 保 为 政府 官员 的 方式 来 

控制 楼 特 桌 落 。 到 唐 朝 建 立时 ,把 正式 州 县 中 的 胡 人 于 落 

改作 乡里 ,如 丁 州 的 崇 化 乡 安乐 里 . 训 煌 的 从 化 乡 之 类 。 而 

位 于 唐 帝 国 周边 地 区 的 一 些 胡 人 聚 落 ,如 六 胡 州 .柳城 等 



地 ,基本 上 维持 着 胡 人 到 落 的 原状 上 

麻 了 弘 墓志 利 新 近 发 表 的 其 他 有 关 隋 唐 时 期 并 州 提 人 的 

志 ,为 我 们 提供 了 到 特 蒜 藩 的 演变 和 村 特 人 的 夫 散 信仰 

的 绝 好 例证 。 

据 《k 虚 公墓 志 》, 他 是 鱼 国 人 ,[ 祖 父 ] 是 鱼 国 领 民 英 长 。 

父 在 陀 , 先 任 茄 妇 ( 且 然 ) 国 莫 锅 去 汾 达官. 后 人 和 瑶 , 任 逆 州 

刺史 。 上 处 弘 早 年 亦 付 音 闸 ,十 三 岁 时 5s46 年 ) 任 莫 贺 弗 , 代 

表 药 茹 出 使 波斯 . 吐 谷 学 , 因 功 转 任 黄 缘 。 后 出 使 齐 国 ,* 绅 

令 返 同 "出仕 北齐 。 后 主 武 平 (570 一 375 年 ) 未 .北齐 执 间 。 

北周 武帝 建 德 癌 !572 一 577 年 ) ,攻击 北齐 ,处 亲 由 齐 人 

表 。 大 象 末 (580 前 后 ) , 领 并 . 代 , 介 多 男 , 检 校 萨 保 府 。 隋 

初 , 奉 丽 领 左 帐 内 镇 压 并 部 。 年 五 于 妃 , 葛 于 并 州 , 开 皇 十 

二 年 4592) 十 一 月 莫 于 唐 叔 处 祠 东 三 里 。 

鱼 国 不 可 考 , 但 从 上 处 弘 祖 父 导 任 于 和 柔 然 , 推 知 为 西北 地 

区 的 小 国 。 乌 弦 应 当 属 于 西北 民族 ,他 由 和 柔 然而 人 北齐 、 北 

局 。 丰 北周 天 象 未 年 , 任 和 给 校 萨 保 府 职 ,也 就 是 北 局 政府 仔 

命 的 负责 管理 并 ,. 代 . 介 一 州 硼 人 聚落 的 主要 官员 。 当 时 丝 

编 之 路 沿线 的 胡 人 到 落 ,主要 居住 者 是 属于 人 攻关 人 种 的 波 

斯 . 栗 特 利 塔 里 本 盆地 周边 王国 的 移民 ,因为 票 特 人 是 商业 

民族 , 东 迁 贩 易 者 最 密 , 因 此 这 些 博 人 于 落 也 以 栗 特 衣 人 数 

最 孝 , 有 的 甚至 都 是 栗 特 骨 。 床 弘 虽 然 属于 西北 胃 人 系统 ， 

” 但 已 人 仁 北 朝 , 成 为 北周 的 官员 。 他 显然 与 杰 特 胡 人 关系 

密切 ,所 以 才 被 北周 政府 任命 为 检 校 萨 保 府 的 官员 。 上 处 弘 

墓 的 石 樟 图 像 , 有 着 明显 的 票 特 地 区 流行 的 容 教 色彩 ,其 上 

{ 1 】 荣 森 汪 5 所 萌 隔 唐 票 特 人 之 迁徙 下 其 聚落》 国学 研究 }? 第 6 着 ,北京 大 学 

出 版 社 ,1998 汪 ,70 页 。 

191 

导 闪 蓄 沽 打 巴 下蛋 盐 笠 沐 凑 硼 济 吉 



灿 国 尾 叶 陡 

帮 172 

“3 贡 作 了 售 远 没 灾 3 
5 马 必 码 : 用 如 雪 煤 半 

图 39 洛阳 出 二 《性 突 妆 天 志 》 

有 些 主题 我 们 还 难以 确切 指明 其 含义 ,但 可 以 在 已 经 发 现 

的 桶 特 钱 教 图 象 中 找到 蛛丝马迹 ,表明 虚 弘 去 世 时 ,其 大 仪 

可 能 是 由 粟 特 人 操办 的 ,所 以 在 他 的 石 樟 上 ,浮雕 了 粟 特 系 

窗 教 的 图 像 。 

处 弘 幕 是 1999 年 ?月 发 现 于 太原 的 ,在 此 之 前 ,我 们 

对 于 幅 唐 时 期 的 并 州 甘 特 训 落 并 非 一 无 所 知 。 早 年 ,洛阳 

出 土 的 4 翟 突 效 幕 志 2 图 39) 称 ; 

君 讳 帘 巳 , 字 薄 贺 比 多 ,并 州 太 原 人 也 。 父 装 麻 



词 ,大 萨 室 , 薄 上 贺 比 多 。 [ 罕 姿 ] 春 秋 七 十 , 太 业 十 一 年 

《615) 岁 次 乙 变 正月 十 八 日 病 罕 , 广 于 河南 端阳 有 具 上 崇 业 

多 嘉善 畦 [14 

身 达 先生 4 唐 代 长 安 与 粘 域 文 明 》 中 已 经 指出 “村 突 性 之 父 

获 摩 河 为 大 萨 宝 , 必 系 火 酉 教徒 无 颖 。 又 从 突 装 卒 年 七 十 

推 之 ,其 公 为 大 萨 宝 当 在 北齐 .北周 之 时 医 。 罕 效 疑 即 波斯 

冯 tarsi 一 字 之 异 译 。uarsi 在 景 教 碑 中 译作 : 达 闭 * ,本 用 雇 

称 最 十 ,同时 又 可 用 称 他 教 教徒 。 喜 枪 罕 效 当 罗 为 一 火 评 

教徒 。 此 志 可 为 《 隋 志 》 实 证 ,而 在 队 代 ,次 州 而 外 ,洛阳 

之 尚 有 萨 宝 , 伏 浆 由 此 志 可 以 巧 撕 也 。 (21 对 于 虱 突 闭 之 

为 只 教徒 , 张 广 达 、 牧 方 圳 . 近 可 佳 诸 氏 和 笔者 都 有 申 

论 !31 从 垄 姓 和 父子 唔 大 的 和 名字 来 推断 , 他们 很 可 能 是 来 

自 中 亚 粟 特地 区 而 凌 籍 太原 的 移民 。 邓 姓 虽 然 不 见于 我 们 

通常 所 知 的 康 、 安 . 萌 , 石 , 洲 , 何 等 中 亚 桶 特 王国 的 和 名表, 但 

越 来 越 多 的 具有 桶 特 名 字 和 文 北 特征 的 改姓 人 墓志 表明 ， 

给 姓 人 很 可 能 也 是 来 自 桶 特 某 一 地 区 的 人 ,如 全 州 火 只 庙 

中 的 只 主 邵 驾 陀 1 人 臣 威 栗 特 人 安 元 寿 夫 人 翟 六 娘 452 康 

{T] 此 为 多 七 志 壳 藏 石 , 见 赵 万 里 《 犁 查 南 北 良 摹 志 集 释 } 卷 蕊 ,北京 ,科学 出 

版 宪 ,1956 年 , 财 版 484,323 页 。 呈 见 & 罗 岂 七 志 商 藏 右 》, 三 素 出 版 社 ,1995 

年 ,218 页 。 

【2 疝 达 《& 良 伐 长安 与 西域 文明 》, 北 京 , 三 联 书 店 ,1I957 年 ,各 -81 页。 

[3] 张 广 达 《定妆 对 唐 代 中 国之 影响 三 出 》 ,法 败 汉 学 ?第 1 辑 ,1995 年 ,145 页 ; 

奈 方 惰 . 笃 可 仁 & 容 鼓 史 ,上 海 社 会 科学 院 出 版 社 .1908 年 ,273 一 276 页 ; 荣 

新 江 #《 北 朝 障 唐 栗 特 人 之 迁徙 及 其 聚落 ? ,62 页。 

[ 4 了 唐 耕 确 等 《敦煌 杜 会 经 济 广 上 献 真 迹 释 录 3? 第 1 辑 , 此 京 ,书目 文献 出 版 社 ， 

1986 年 ,40 一 4] 页 。 

[51] 昭 腔 博物 馆 《 唐 安 元 大 天 妇 墓 发 气 简 报 》,《 文 物 )4988 年 第 12 期 ,37 一 4 

页 。 募 志 录 多 刚 & 全 诗 广 补遗 ?第 2 册 , 三 奉 出 版 社 ,199%5 年 ,470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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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 大 首领 康 公 大 人 裤 氏 !114 应 当 指出 的 是 , 翟 突 沟 著 籍 洛 

阳 , 庶 当 是 他 大 佳 于 附 以 后 的 事 , 他 原 为 并 州 太原 人 ,其 父 

翟 劾 摩 尊 所 担任 的 大 耶 室 ,是 并 州 明 人 豆 落 的 政教 大 首领 。 

重要 的 基 . 翟 突 效率 于 6 年 ,时 年 七 片 , 其 生年 当 在 556 

年 。 如 果 鹤 帘 专 是 翟 袭 摩 河 20 岁 时 出 生 的 , 则 其 父 以 和 

多 时 任 大 萨 宝 为 最 台 理 的 年 份 , 也 就 是 576 生前 后 ,此 时 上 距 

离 义 弘 任 北 丙 检 校 并 州 等 地 萨 保 府 的 年 代 !S80 年 前 后 ) 相 

去 和 不 还, 或 笑 虎 公 检 和 校 的 上 萨 保 府 , 正 是 以 本 效 摩 襄 为 蔷 保 的 

胃 人 聚落 。 

北朝 降雪 时 期 善 籍 太原 的 莫 特 人 还 有 安 师 . 康 达 ,. 康 武 

通 . 何 色 . 安 孝 正和 他 们 的 先 人 51 他 们 应 当 是 属于 并 州 衣 

人 附 落 的 部 分 成 员 。 

近年 发 表 的 另 一 组 摹 志 ,进一步 丰富 了 我 们 对 太 库 标 

特 聚 藩 和 萨 保 府 的 认识 。 这 组 墓志 中 最 早 的 -一方 ,是 4 丰润 

墓志 3 图 40) ,有 关 文字 如 下 : 

有 君 讳 润 , 字 恒 其 ,并 州 查 阳 人 也 。， 和 白银 发 地 , 口 岩 

究 旦 龙 之 山 - 祁 先 感 其 育 诡 , 表 肌 虹 而 称 族 。 溺 空 泪 

始 , 爱 自 少 吴 之 膨 3 实 孙 采 坷 , 继 以 西林 之 将 。 及 汉 元 

帝 , 显 姓名 于 史 游 。 马 失 之 称 伯 高 , 莫 其 为 人 ,敬之 重 

之 。 肥 晋 中 兴 书 #, 特 记 降 士 子 舍 ,以 高 近 绝 伦 ,并 异 代 

英 贤 ,郁郁 如 松石 石 如 玉 者 也 。 曾 祖 康 基 ,高 齐 青 、 莱 

二 州 刺 史 , 生 (性 ) 场 部 比 ,风化 如 一 。 祖 盆 生 ,元 黎民 

麟 刺史 ,得 组 抚 之 望 , 朝 迁 豆 美 , 进 号 仪 同 。 父 求 真 , 周 

[11】 摧 绍 良 编 # 唐 代 基 去 汇编 ?, 上 海 古籍 出 版 社 ,1992 年 ,1634 页 。 
[2 】 药 新 江 # 北 朝 附 店 桶 特 人 之 迁徙 帮 其 洪 菜 》,62 一 后 页 。 



0 沉 元 拥 X 依 了 二 

可 十 刀 夫 刚好 六 入 
六“ 过 附 十 坊 颜 短 南 司 邱 

:村 烷 有 可 和 鱼 过 葬 后 尖 

有 ?并 灾 王 吉 信 集 基 之 机 天 E 

覃 让 人 窜 恋 海 东 后 党 可 重 岗 癌 洲 属 司 | 祖 帝 
村 之 主攻 党 天 久生 有 到 计 盆 福 吉 

有 实 Ra 佐 六 生 

愉 千 万 善 这 浙 夫 记 夭 消 
吉明 百 上 就 时 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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寺 芝 不 

月 和 渤 有 准 之 诅 志 
-二 对 寻 龙 党 第 4 

图 和 坟 原 出 十 《 龙 润 莉 志 》 

光 有 天 下 , 举 先 崖 穴 ,就 图 仪 同 三 司 。 君 属 障 德 道 消 ， 
喜 般 贞 利 , 资 业 温 厚 ,用 免 驱 了 驰 ， 唐 基 缔 构 , 草 上 昧 区 夏 。 
尽 旅 西 指 , 首 授 绷 散 太夫, 又 署 萨 宝 府 长 史 。 贞 观 症 年 
《646) ,春秋 雇 贸 ,已 八 十 有余 。 罗 幸 晋 阳 , 素 问 者 老 ， 
诏 板 授 如 州 间 忠 。 率 徽 四 年 (653) 九 月 十 日 , 莫 于 
安仁 坊 之 第 ,春秋 九 十 衣 三 。……- 未 徽 六 年 二 月 症 日 ， 
附 身 附 述 , 必 诚 锥 信 , 谤 终 礼 备 , 与 夫人 何 氏 , 合 昔 于 并 
城北 十 里 井 谷 村 东 义 并 村 北 51 

[1 《 附 唐 五 代 基 志 汇编 ,山西 卷 $, 天 瘦 古 籍 出 版 社 ,1991 - 19 和 2 华 ,8 页 丈 全 唐 
广 补 坦 $ 世 ,西安 一 秦 出 版 村 ,1998 外 ,111 页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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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 k 附 豆 五 代 墓 志 汇 编 '. 出 西 卷 》 的 题解 ,此 志 蚌 1984 年 10 月 

出 土 于 太原 市 北 郊区 小 井 峪 村 东 。 检 同 卷 4 汇编 》, 同 时 则 邮 

出 土 的 同一 龙 姓 家 族 的 墓志 ,还 有 龙 润 子 龙 义 ( 显 庆 二 年 “ 

657 年 亭 ) ,龙潭 ( 战 死 , 龙 闻 元 年 /661 年 苦 ) . 龙 敏 ( 开 秋 元 年 / 

681 年 广 ) . 孙 龙 寿 ( 延 载 元 年 /694 年 府 ) . 兽 孙 龙 窒 (开元 二 十 

无 年 /741 年 卒 ) 等 人 的 摹 志 [11 表明 这 是 一 处 家 族 莫 地 。 

虽然 《丰润 墓志 》 中 有 龙 姓 来 自 少 旦 的 说 法 ,但 这 种 后 

人 的 编造 是 不 足 任 信 的 。 在 汉文 史料 和 文书 中 , 龙 姓 一 般 

是 指 西域 瑚 剧 王 国 居民 东 迁 中 原 以 后 所 用 的 姓氏 4024 这 一 

出 企 胡 人 人事 落 萨 保 府 长 史 的 龙 润 .应 当 是 秀 者 胡 的 后 遍 。 

其 夫人 大 和 何 氏 ,应 当 出 身 于 昭武 世 姓 中 的 何 国 。 其 他 子孙 有 

夫人 记载 者 , 龙 义 夫人 游 氏 , 龙 寿 夫人 粟 氏 , 龙 蹇 夫人 张 氏 ， 

表明 他 们 乏 渐 与 议 姓 人 家 通婚 ,这 是 人 居 内 地 的 大 多 数 胡 

人 必 走 的 道路 。 

姜 润 任 并 州 萨 保 府 长 史 是 在 唐 朝 初 年 ,最 晚 不 迟 于 贞 

观 二 十 年 ,说 明 眶 弘 检 校 过 的 并 州 萨 保 府 和 村 特集 落 在 唐 

牢 仍 然 存 在 ,原因 大 概 是 这 里 胡 人 较 案 , 胡 人 娟 落 并 没有 马 

上 被 唐 朝 政府 编 为 乡里 。 

太原 的 胡 人 素 落 存在 到 什么 时 候 , 还 没有 找到 确切 的 

史料 记载 。 上 面 提 色 的 曾经 著 籍 太原 的 粟 特 胡 人 愉 突 效 、 

安 师 . 康 达 、 康 武 通 . 何 氏 . 安 半 臣 等 ,都 是 已 经 迁 出 太原 的 

[1TJ) 有 降 唐 天 代 芒 志 汇 坊 :山西 着 ),16.14.37.56 .113 页 灵 全 诗 文 补 进 ?六 ,三 泰 出 

版 社 ,19 年 293、 各 1 页, 必 全 唐 广 补 坦 ?五 ,190.2 本 页 ,t 全 持 立 补遗 ?Ps .430 

贞 。 

【2 上 对 看 荣 新 江 《 世家 : 考 ?,《 中 亚 学 刊 9 第 4 辑 , 北京 天 学 出 版 福 ,199s 年 ， 

144- -160 上 



桶 特 人 ,他 们 的 墓 菲 者 是 在 黎阳 发 现 的 ,是 受到 洛阳 台 烈 的 

汉文 化 影响 而 土 薄 的 。 太 原 发 现 的 愉 校 萨 保 府 的 义 弘 幕 和 

李 保 府 长 史 龙 润 幕 , 琴 者 虽然 与 票 特 聚落 有 关 ,但 一 出 西北 

民族 ,一 为 具 域 大 普 胡 人 ,其 墓 昔 的 文化 内 涵 受 到 栗 特 居民 

的 影响 ,但 不 代表 当地 的 区 特 衣 人 墓 芋 的 普遍 情况 。 

有 楷 特 的 肆 俗 有 着 明显 的 只 教 色彩 ,与 识 族 的 土 硬 完全 

不 同 。 据 罕 教 经 典 和 票 特地 区 的 考古 发 现 ,信仰 定 教 的 栗 

特 人 死 后 , 岂 体 被 专 知 才 事 的 人 运送 到 专门 暴 忆 的 高 台 

《dakhma) 上 ,让 狗 和 飞人 请 来 把 肉 吃 掉 。 然 后 再 把 骨头 放 在 

“ 骨 和 车”(Ossuary) 中 , 埋 人 地 下 (5 《上 妥 唐 书 》 卷 一 一 二 《 李 

局 传 #iC 开 元 年 则 (713 一 741) 事 有 : "太原 旧 俗 ,有 僧 徒 以 习 

禅 为 业 ,及 死 不 伍 ,但 以 已 送 近郊 以 饲 急 兽 。 如 是 积 年 ,十 

人 号 其 地 为 * 黄 坑 " 。 侧 有 饭 狗 千 数 , 食 死 人 肉 ,前 后 官吏 不 

能 禁止 。 明 到 官 , 申 明 礼 完 , 期 不 再 患 。 发 兵 捕杀 群 狗 , 其 
风 遵 革 。 (321 一些 学 者 认为 ,这 正 是 票 特 只 教 苦 俗 的 了 接 

反映 (3 说明 太原 地 区 不 仅 存在 普 票 特 式 的 丧 苦 习俗 ,而 

{ 1 】 关于 检 教 的 灰 俗 , 捧 看 于、Crenmd，Fes pratugues 所 airrirer dams 站 die sentraie 
3EqPmtaire 办 位 comgrsiete Erecgeae -站 【iamisotion ，bParis:， Editiona 由 CNRS， 

1984- 有 关 异 特地 区 发 现 的 骨 医 的 较 新 研 穹 成 果 , 克 工 .Y. Pavchinskaia 

“Sofgrlimm (Daitiee 和 .点 . Fagachenkoya， “The Farm ard Style af Sopgdian Da- 

aoarito 两 文 ， 均 裁 Bulletr gf te dia jmstiiztte ，mmmo yertes ,8 (The Archaoology 

anqd Ar of Central Asia，Studies fom the Former Sovieg Union，1996，pPp .209 - 

243。 

[2 北京 ,中 华 忆 局 ,1975 年 ,3335 页 。 

[13]】 内 福 候 《隋唐 史 ?》 上 ,北京 ,中华 书 局 ,1982 年 ,319 页 ; 林 悟 取 《 论 高 吧 * 倍 事 
天 神 依 , 原 载 { 历 史 研 究 ?1987 年 第 4 期 ,此 据 林 悟 殊 《 证 斯 拜 火 孝 与 古代 中 

国 * ,台北 新 文 丰 出 版 公司 .1995 年 , 126 页 ; 张 广 达 《 竹 教 对 唐 伐 中 同 之 影 

响 三 例 #,143 一 144 贞 。 岂 有 学 者 认为 这 是 天 竺 古 法 , 见 再 鸿 生 # 唐 化 九 媳 

大 妆 突 县 文化 ?, 中 华 节 局 ,1998 年 ,27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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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 这 和 神 习 俗 延 续 了 相当 长 的 时 间 。 

到 日 前 为 止 ,利用 骨 管 掩埋 狗 或 飞人 请 吃 简 的 骨头 的 纯 

正 票 特 式 葛 俗 ,在 中 原 地 区 还 斌 在 发现 ,或 者 说 发 现 了 而 没 

有 被 识别 出 来 。 但 这 神 肯 管 在 新 疆 北 杜 地 区 和 吐 兽 番 盆 地 

已 经 有 过 敌 星 发 乾 说 明 这 种 匡 俗 必然 会 随 着 粟 特 人 的 

东 来 而 传 到 东方 。 从 另 一 方面 来 看 , 吉 特 人 早 在 二 世纪 就 

大 托 进 人 中 国内 地 ,但 中 原 地 区 却 很 少 发 现 狐 普 以 来 的 粟 

特 土 拜 墓 ,确定 为 村 特 人 的 土 莫 墓 ,以 前 发 现 的 最 早 一 例 大 

概 是 固原 南郊 发 据 的 隋 大 业 六 年 (610) 史 射 忽 曹 (3) 现在 

又 发 现 了 大 象 元 年 (579) 的 安 伯 人 右 , 但 是 ,这 些 土葬 墓 科 有 

木 述 , 随 人 夷 品 也 与 纯 主 的 汉族 摹 匡 不 同 , 安 伽 墓 的 火 焚 情 

况 , 应 当 是 票 特 更 俗 的 反映 。 更 章 要 的 是 ,六 世纪 来 七 世纪 

初 以 前 , 票 特 人 早已 进 和 中国, 那么 他 们 都 是 怎样 理 苦 的 
呢 ? 他 们 又 都 理 在 什么 地 方 呢 ? 桶 特 的 骨 人 综 是 今后 非常 值 

得 考古 工作 者 留心 注意 的 材料 。 

太原 出 土 的 这 几 方 墓志 ,对 于 理解 近年 来 学 界 争 论 的 

“ 萨 保 " 性 质问 题 ,也 很 有 帮助 。 关 于 萨 保 ,一 种 观点 认为 ， 

萨 保 ( 萨 甫 . 萨 室 ) 的 原 语 当 来 自 栗 特 文 的 mp "ua , 意 为 

“ 队 商 首领 ,由 此 发 展 为 以 山 朗 系 胡 人 为 主 形成 的 豪 落 当 

中 的 首领 ,因为 这 些 怀 朗 系 胡 人 大 多 信介 只 教 , 所 以 萨 保 就 

是 兼 管 政教 的 胡 人 首领 。 北 朝 隋 唐 在 胡 人 聚集 区 设置 芯 保 

[+ ] 见 林 居 村 《从 考古 发 现 看 火 酌 教 在 中 国 的 初 司 $, 西 成 研究 )》1996 年 第 4 

期 ,55- 37 不 ;影山 悦 子 & 东 上 儿 专 又 光 六 出 主办 才 光 泛 丰 六 己 交 又 

少 一 教徒 只 钠 肯 器 ) 人 人 Pv、 瑟 3 才 下 工 六 下 340 - 1,1993 年 ,13 一 的 页, 

[2] 罗 丰 编著 # 降 央 南 部 隋唐 莫 地 ?》 ,北京 文物 出 版 社 ,1996 年 。 大 看 此 新 江 飞 

评 , 副 4 良 研究 ?第 2 着 ,北京 大 学 出 版 补 ,1996 年 ,55 一 559 页 。 



府 , 任 命 萨 保 来 管理 碘 人 聚 落 民 另 一 种 观点 认为 , 萨 保 

的 床 语 是 楚 文 的 seriesape， 芭 佛 典 中 所 洋 的 “ 萨 薄 ”, 是 

“商人 "的 意思 。 北 朝 隐 唐 的 贞 保 ( 萨 甫 . 萨 党 ) .作为 胡 人 素 

洲 上 首领, 不 仅 管理 胡 人 的 商贸 事务 ,也 管理 胡 和 宗教 事务 ， 

这 些 宗教 包括 佛教 在 内 (4 回 州 紫 保 安 铭 莫 和 检 校 并 州 

等 地 萨 保 府 床 弘 董 的 图 像 ,表现 的 者 是 只 教 的 题材 ,证明 北 

朝 林 期 到 隋 师 , 胡 人 束 落 中 主要 应 当 流 行 窗 教 ,而 不 是 佛 

教 。 这 两 座 基 荆 的 图 像 材 料 , 对 于 萨 保 是 酌 特 胡 人 于 落 政 

教 天 首领 的 说 落 ,给 予 了 强 有 有力 的 支持 。 相 仿 随 着 这 些 图 

像 的 解读 和 墓志 等 材料 的 公布 ,将 能 更 深 入 地 理解 萨 保 的 

性 质 。 

( 原 才 { 文 物 ?2001 年 第 4 期 ] 

【1 青 力 丰 人 多 下 语 荣 对 ?5000 发 才 小 工 盖 下 3 第 3 着 第 二 号 ,1989 年 ,165 一 

136 页 ;吉田 手 & 光 多 上 下 语 资料 杂 广 网关 各 上 人 国 话 动 3$f 岩 忠 讲 产 世 界 

历 中 ) 第 11 着 & 中 央 欧 亚 大 陆 的 统合 3》, 东 京 ,199%7 年 ,230 页 ; 姜 们 郑 ( 论 商 

昌 胡 天 与 攻 煌 匡 寺 》, 原 载 《 世 界 宗 副 研 究 》1993 华 第 1 期 ,1 一 1 页 ,此 所 

《 轨 姓 艺术 宗 上 烧 本 札 乐 文 是 $, 489 499 责 : 姜 伯 粗 t 萨 语 府 制度 论 略 3 华 

学 3 第 3 辑 ,1998 年 ,290 一 308 页 ; 荣 晰 江 构 教 补 忧 中 国 年 代 考 ?民国 学 研 

究 ? 第 3 着 ,1995 年 ,335 一 353 页 ; 匾 川 正 晴 { 北 彰 障 - 唐 代 记 和 拉 计 加“ 萨 宝 " 

帮 性 格 达 护 六 站 芯 3 东 洋 史 苑 ?第 和 :5 妇 ,1998 第 ,164 一 186 页 。 

[2 A. Forte， “The Sabao 萨 汪 Quaeation”，3r Si Roadlr Part Fatermarionttt 

mposiumz 97 ，Fescorl Mo 4，1999，Pp.30 - 106; 上 .Forte, “Iraniana in China 

= Buduhisrn，zroagtrianiem ，arvi Baretns 可 Cornrneroe 一 ，Eajhiers 下 帮 wlremie 一 

由， ，1999 - 2000，pPp.277 - 290; 时 丰 # 萨 宝 : -个 雪 朝 唯 -- 外 来 言 昭 的 

再 考察》 , 荣 新 江 编 庚 群 完 $ 第 4 厦 ,1998 年 ,215 一 249 页 ; 疝 传 如 如 际 室 ” 

的 再 认 让 局 发 史 林 32000 年 第 了 3 期 .2 一 - 妇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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淋 郑 切 糊 册 迁 路 帮 个 尘 音 当 台 各 异 





第 二 简 

朗 人 与 中 古 政治 





高 昌 王 国 号 中 西 交 通 、 

白木 世 纪 初 叶 吐 鲁 番 贫 地 发 现 大 芋 文 书 和 文物 以 来 ， 

我 们 对 高 昌 地 区 的 历史 有 了 相当 深入 的 了 解 。 竺 别 是 

1959 年 以 来 , 叶 得 敌 阿 斯 塔 那 与 哈喇 和 旨 古 莫 群 出 于 了 大 

基 属 于 疝 虽 郡 (327 一 442 条 ?和 高 昌国 时 期 (460 一 640 年 ) 

的 官 秘 文 蔬 ,使 我 们 对 这 一 是 期 高 虽 的 政 洛 . 径 济 、 车 事 、 

宗教 等 许多 方面 的 情况 有 了 较为 清楚 的 认识 。 其 中 有 关 

北 凉 流亡 政权 (443 一 460 年 ) 太 上 电 昌 土 风 与 北朝 .南朝 和 

了 . 唐 王 朝 的 关系 癌 题 , 学 者 们 在 传 址 文献 记载 的 基础 上 上 ， 

利用 文 片 ,已 经 散 了 一 系列 这 人 而 细 至 的 赋 究 。 这 些 研 守 

成 果 ,使 我 们 对 高 罚 王 鲁 与 东方 请 国 的 关系 有 了 深信 的 

认识 。 然 而 ,和 山 局 王 国 与 西方 诸 国 的 关系 ,虽然 有 些 专 题 

* 本 文 所 用 缩 略语 : 

《 叶 鲁 番 文 李 》 齐 . 戌 =《 呈 和 从 番 出土 文 1 碍 .区 册 ,北京 ,文物 出 虎 社 ， 

1]%92 一 1994 年 。 

《吐鲁番 文书 ?二 .二 .四 二 & 叶 和 鲁 希 出土 妆 让 好 文本 ,一 .二 .四 册 , 文 物 出 

版 持 ,1 铝 ] 一 1983 年 . 

《 编 年 》= 上 上 素 如 外 量 出 十 商号 文献 编 全》 ,新 站 下 出 版 公司 ,1997 年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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讨论 500, 但 还 有 待 深入 .系统 地 探讨 。 
高 号 位 于 丝绸 之 路 北道 的 要 冲 , 东 南 有 路 直通 部 焊 而 

人 河西 走廊 ; 东 面 经 过 哈密 向 南 ,也 可 以 进 人 河西 走廊 ,向 
东北 则 可 到 蒙古 贞 原 的 江北 游牧 汗 国 中 心 ; 正 北 或 西北 行 ， 
越过 天 山 ,可 以 通 向 不 同时 期 北方 的 各 大 游 收 势力 ; 向 西 
南 , 越 过 天 由 ,可 以 联结 塔里木 盆地 北 沿 的 丝 路 北道 的 干 
线 ,由 珊 普 、 怨 效 、 估 墨 ,而 到 朴 勒 。 高 昌 的 地 理 位 置 , 决 定 
了 高 昌 王 国 在 丝绸 之 路 上 扮演 着 重要 的 角色 ,而 沿 丝 路 的 
东西 交通 一 一 物质 文化 和 精神 文化 的 交流 ,也 与 高 旧 王 国 
的 促进 分 不 开 。 

一 、 高 昌 王 国 对 外 来 客 使 的 供应 制度 

真正 的 高 昌 王 国 应 当 是 以 北 凉 流亡 高 昌 的 诅 洪 无 讳 和 

安 半 兄弟 建立 的 “大 凉 "政权 为 起 始 的 。 在 442 一 460 年 无 

讳 . 安 周 兄 弟 相 继 执政 期 间 ,大 凉 政 权 对 高 龟 的 贡献 是 带 来 

了 河西 妃 至 中 原 较 高 的 文化 (特别 是 佛教 文化 ) ,以 及 灭 掉 

车 师 前 王国 ,统一 了 吐鲁番 盆地 (21 但 大 凉 政权 立国 没有 

对 入 ,就 被 季 然 炎 掉 。 在 以 后 的 四 十 一 年 间 ,先后 有 立 . 张 、 

【1 ]】 生怕 训 《 邢 二 吐 普 番 立 书 与 华师 之 赠 叶 六 物 出 版 社 ,1994 年 ] 是 馆 今 为 止 重 

为 全 面 朱 讨 叶 靖 同文 书 中 有 关中 西 变 通史 料 的 万 作 , 书 中 勾 辑 了 吐 鲁 釉 文 

飞 中 有 关 拜 占 延 .波斯 变节. 铁 勒 、. 天 乞 . 缚 特 的 材料 .分 业 般 述 , 创 获 极 

对 .这 部 苦 作 旦 以 西北 方 各 国 为首 眼 点 的 , 而 下 是 父 本 广 那 样 以 商 卢 国 为 

着 眼 点 、 有 关 高 上 王国 与 中 西 变通 的 其 他 专题 研究 论文 , 则 往往 是 一 些 个 

别 冯 书 或 论题 的 讨论 .不 能 看 出 这 个 问题 的 全 狐 。 

落 新 江 喜 目 形 安 厨 在) 与 商 呈 大 琼 琉 权 3 必 京 学 报 3 新 五 期 ,北京 大 学 出 

瞩 社 .1998 年 ,65 一 和 页 。 

【2 ， 



马 氏 轮流 岳 政 , 旧 公 501 年 闻 嘉 被 国 估 立 为 高 旧 王 .并 创 了 

蒜 氏 向 昌 王 国 的 新 纪元 ,经 如 地 上 上 王 , 有 国 一 玫 二 十 四 年 ， 

基 终 在 640 年 为 唐 般 所 灭 [4 

位 于 经 绸 之 路 上 的 高 蕊 王国 ,官方 接待 的 各 种 来 往 客 使 

应 不 在 少数 ,为 此 , 具 昌 上 国 建 立 了 一 丈 僚 供奉 客 使 的 制度 ,从 

迎接 .安排 客 馆 住宿 . 描 待 供 食 .到 最 后 送行 ,部 有 章 叮 循 。 

早 在 出 氏 高 昌 时 期 (460 一 488 年 ) ,这 种 供奉 客 使 的 制 

度 已 经 人 在 ， 喻 喇 和 上 车 9 导 墓 出土 的 《高 号 主 短 张 绾 等 传 

供 帐 》, 是 商 上 只 主 德 张 绾 等 人 传令 , 支 给 客 使 物 山 的 记录 。 

残留 的 帮 使 名 字 有 道人 受训、 若 获 提 勤 . 乌 胡 慎 . 吴 儿 折 胡 

真 \ 作 者 施 岸 何 勃 . 秃 地 提 勤 无 根 . 阿 祖 至 火 下 .处 论 无 根 . 

摩 何 口 L 、 欠 头 口 (发 ), 所 供 物品 多 为 丝 织 砚 421 从 客人 恤 

的 名 字 看 , 决 惠 高 号 本 地 大。 有 从 同 曹 出 王 的 永康 十 七 年 

(482) 文 书 推 测 , 本 文书 也 应 在 此 前 后 写成 , 则 是 益 氏 高 上 

国 下 属于 柔 然 时 期 ,来 便 可 能 为 条 然 汗 国 的 使 者 131 在 这 

些 使 到 中 ,有 拥有 “ 提 勒 “( 即 特勤 ) 称 导 的 两 人 , 当 是 这 然 可 

汗 子弟 类 的 人 物 。 而 道人 号 训 的 受 供 数 日 尤 霓 , 道 人 在 吐 

瑟 

鲁 希 文 蔬 中 一 般 指 佛教 什 ,县 训 其 名 为 俏 人 法 号 无 蜂 ,或 许 _ 

是 和 柔 然 国 师 , 所 以 受到 高 怠 的 特别 关照 。 

这 个 曹 芋 的 出 二 资料 还 有 两 点 值得 注意 。 

[1】] 对 看 于 喜 4 商 片 灿 稿 : 统 洛 编 ?》, 北 二 ,文物 出 版 社 ,1998 年 ,265 贞 以 下 ， 有 

关 问 题 电 请 参考 拙 所 书评,f 历 虫 研究 91999 年 第 3 期 ,186 一 188 页 。 

【2 ] 《 吐 普 番 文 书 》 介 ，122 一 123 页 :《 吐 首 理 文书》- -17 一 18 页 ;5 编 存 .No. 

262 

【3】 钱 伯 泉 4 从 ! 商 旬 主 往 张 缩 等 传 供 状 ;看 磁 热 汗 国 在 商 具 地 区 的 统治 叶 

重 番 学 研究 专辑 ?, 乌 香木 齐 ,1900 年 ,% 一 11 页 。 按 姜 人 勤 认 为 是 商 革 使 

者 . 见 所 撰 t 商 昌 训 彰 与 东西 沟 慑 ?》.《 敦 煌 时 莹 文 献 研 窑 论 染 3?》 第 5 辑 . 北 

京 友 学 员 版 社 ,1990 年 .33 页 ; 史 《E 款 增 吐 鲁 番 六 书 与 此 网 之 路 》. 晤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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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 186 

是 《机 昌 口 归 等 闫 钴 石 等 物 残 帐 ?, 其 中 有 买 输 石 、 

毯 . 钵 斯 饰 . 金 的 记录 (125 钵 石 出 波斯 ,加 之 波斯 名 的 记 

载 ,可 知 大 多 数 商 品 足 从 西方 而 来 的 进口 晤 55 这 件 账 日 

应 是 高 昌 官 府 文书 ,是 淮 把 这 批 西方 的 贵重 商品 带 到 高 总 

而 卖 给 高 昌 官府 ”我 们 不 能 排除 网 曹 文书 所 记 当 时 来 到 高 

归 的 柔 然 商 级 客 使 .内 为 游牧 民族 --- 青 是 东西 方 商品 变 饭 

的 主要 中 间 人 。 

二 是 同 摹 还 出 革 布 一 些 木 牌 , 箱 往 :而 用 汉字 与 “我 

人 "”， -上 而 用 票 特 字母 拼写 汉字 的 “人 或 " 代 人 ” ,或 弄 权 特 

字 司 片 字 帘 夯 语 Kisi, 世 意 为 "人 "或 “仆人 ” ,表明 这 些 木 牌 

与 后 来 的 木 杀 作用 一 样 434 这 座 革 里 没有 出 土 蔓 志 , 但 有 

《高 名 阿 苟 母 随 芋 衣物 朴 #41 棵 特 文 学 出 现在 这 个 墓 中 ， 

表明 音 主 人 或 她 的 儿子 了 网 苟 与 票 竺 人 有 关 -。“ 苟 " 即 " 狗 "的 

问 音 池 , 狗 在 只 教 教义 旦 是 神 革 的 ,因此 ， 阿 荀 " 一 名 也 带 

有 则 -时 期 票 特 人 名 中 强烈 的 被 教 色彩 151 阿 苟 或 许 是 

这 批 有 关 窜 使 , 账 晶 的 文书 的 主人 ,他 作为 高 贞 的 人 籍 栗 特 

人 ,由 于 有 语 上 和 经 商 的 票 特 本 能 ,在 高 具 客 馆 中 接待 远 来 

[上 ] 有 吐 骨 看 文 飞 ? 奇 ,125 页 ;中 重 希 文 上 3? 一 .2- 一 站 页 。 

【2] 姜 伯 勤 ! 避 煌 吐 上 得 理 立 书 与 狂风 之 路 ?24 一 25、.72 上 页， 参看 饶 宗 厦 世 说 给 

石 $, 芝 敦 煌 上 时 自 番 交 献 研 论 集 ? 第 2z 辑 .下 训 太 学 遇 版 社 .1983 年 .627 页 。， 

【3 库 尔 竹 :外 为 &o 曾 评 出 二 公元 玫 世 姑 的 再 窗 菩 语 木 牌 3 有 祥 物 ?》1981 对 -第 

1 期 , 始 一 和 4 责 ， 了 大 考 { 编 全 yo 280。 

【4] 芝 吐 曾 番 文书 $ 音 ,116 页 汪 叶 重 共 文书 3》--.2 页 。 

[5j 基于 作为 坚 特 人 名 的 " 敬 " 字 ,参看 洪 艺 熏 4 肯 直 写本 中 人 名 的 文化 内 普 》， 

《部 烷 学 ?第 21 辑 ,1998 年 , 归 一 时 页， 关于 斌 教 对 独 的 崇拜 ,参看 张 广 达 

有 时 和 鲁 番 出 土 溉 请 交 书 中 所 见笑 妆 诸 地 区 宗 北 的 踪迹 ,加 烛 吐 章 一 研究 》 

第 4 着 ,1999 年 ,4 各 页， 基于 栗 特 人 名 中 的 是 教 村 素 , 允 看 志 田 丰 芝 vv 世 

FF 语 的 天 各 得 丹 杭 村 矶 9 全 街 党 芭 拉 -3 第 但 号 .1939 年 ,66 一 71 

页 ;古田 末 攻 Sn Tanicay ,西南 了 了 沁 了 了 研究 3 各 .1998 让, 旨 一 41 页 。 



的 穷 使 ,最 后 把 诀 奔 的 有 关 客 全 的 文书 制作 南 匡 的 符 料 , 理 

人 其 母亲 的 墓 中 。 

中 料 虽 然 二 分 有 限 ,但 我 们 把 零散 的 资料 放 在 一 起 ,不 

准 看 出 早 在 背 氏 贞 虽 时 期 , 商 如 王 同 已 经 有 了 一 套 接待 客 

使 的 制度 ,并 通过 与 客 鸽 的 兴 卖 ,进行 中 转 贸 易 . 而 承担 这 

一 工作 指 主 要 人 牺 , 很 可 能 是 人 籍 商 电 的 更 竺 人 。 

蒜 氏 商 片 同时 期 ,特别 是 其 后 半期 ,有关 高 贞 供 奉 穷 使 

的 文 节 留存 较 和 多 ,可 以 了 解 更 多 的 情形 。 姜 伯 蒜 和 吴 王 贵 

两 位 先世 曾 从 趟 问 的 角度 ,各 日 狸 立地 苦 证 过 这 些 立 书 中 

的 郭 族 和 名称 [1, 现 择 蒋 而 从 ,不 做 其 体 考 证 ,而 主要 是 把 这 

些 将 料 中 有 关 客 使 的 几 组 重 竖 材料 提 冰 出 米 ,以 便 分 析 商 

昌 供 幸 客 使 的 制度 。 

(1 区 高 昌 众 保 等 传 供 炉 食 帐 》(69'IKM33) , 约 成 于 高 昌 

延 避 一 十 七 年 至 二 十 四 年 (587 一 594) 前 后 523. 其 中 残存 客 

使 各 有 何 国 王 儿 使 要 (下 残 )`. 亚 匡 吐 屯 使 由 半 、 延 壁 珂 顿 

(下 王 ) . 活 珂 顿 使 、. 浑 上 平地 十 人 . 提 勤 婆 演 使 了 上 旦 陀 和 乌 

练 那 ,供奉 官 有 中 郎 、 校 部 . 通 事 .虎牙 .将 等 ,都 是 高 昌 王 国 

[ 1] 】 和 区 伯 怠 # 高 昌 厅 裔 与 东西 突 风 》《 敦 煤 吐 音 香 文献 研究 论 华 ?第 5 辑 .34 一 

SI1 揣 ; 又 # 敦 煌 吐 重 盘 文 书 与 皆 鱼 之 中 ?84 一 11 页 ;器 五 拱 & 试 论 肉 件 商 

其 供 食 冯 书 $ .中 国 虫 研究 ?1990 年 第 上 期 ,mn 一 芭 页 ; 喘 五 订 《 高 辣 供 食 京 

展 中 的 次 晤 ?, 西 目 民 族 妍 究 ?1991 对 第 1 期 ,46 一 66 页 。 大 看 干 请 《& 提 氏 

靖 电 王国 与 北方 游 米 民族 的 关系 》 ,西北 上 关 获 研究 ?591 年 第 2 期 .169 一 

]97 页; 王 新 民 4 番 包 高 昌 与 钛 著 . 宪 磋 的 商业 贸易 ?新 疆 大 学 学 报 》1993 

华 常 3 期 .58 一 本 页 ;和 仍 们 景 4 从 忧 理 帐 和 宅 谊 文 韦 看 商 酝 土 国 与 赛 蔬 的 基 

系 $ 必 西城 研究 $》19955 年 第 1 期 ,87 一 -36 页 ， 

【2 8 叶 痊 釉 出 土 文书 ?第 理 理据 同音 出 土 文书 中 " 坷 1" 和 “ 严 货 图 “二 名 昂 于 

TAM48t 下 虽 一 二 七 年 长 部 条 春 ? 而 将 本 蓝 列 在 37 年 后 。 这 时 讨论 的 《 术 

僵 帐 3》 中 党 氏 的 “将 大妈” ,只 区 于 TANMS2C 高 遇 幅 叶 一 直 四 年 珊 藉 广 节 祖 

尼 重 锋 立 书 ?二 ,好 .23 丰 ). 版 此 姑 置 于 587- 一 594 年 前 后 。 

187 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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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央 政 府 的 官员 ,表明 是 高 号 官府 招 街 的 客 使 下 

何 园 为 标 特 地 区 的 绿洲 .E 国 之 一 ,在 康 国 西北 部 的 届 

霜 你 迎 (KusanikavKusan 让 /Kusaniyya)。 何 国王 几 司 即 和 何 国 

王子 的 使 者 ,这 是 秃 于 高 旬 同 官 文书 中 仅 有 的 明确 来 自 村 

特 王 同 的 使 者 ,说 明 高 呈 与 桶 特 绿 训 王国 间 保 持 着 官方 往 

来 

姜 伯 勤 先 生 已 指出 "至 吴 " 即 “* 伊 吾 " 的 不 同音 写 ,并 让 

为 二 能 是 607 年 铁 坦 统治 盆 吾 .高 对 等 地 时 的 文书 [2 在 

西域 诸 国 设 时 屯 一 大 来 监 统 ,十 突 态 控制 西域 各 国 的 方法 ， 

有 时 是 放 泪 突厥 人 担任 旺 屯 , 有 时 是 任用 西域 王国 的 商 缓 

窒 员 ,如 高 昌 干 国 是 以 高 昌 令 天 出任 吐 韦 的。 如果 本 文书 

的 年 代 在 587 一 594 年 前 后 , 则 把 这 里 的 仇 吾 此 屯 看 作 是 突 

厅 给 伊 昔 王 的 称号 更 为 合适 。 

姜 先 生 又 指 " 浑 "为 铁 勤 之 浑 部 , 据 《 隋 节 - 铁 勒 传 》 ,位 

于 独 洛 河 ( 土 拉 河 ) 以 北 地 区 -“ 珂 顿 " 即 “可 部 ”, 即 突 情 

语 之 Qutun ,是 可 汪 之 妻 !51 然而 , 若 文书 写成 于 594 年 前 

后 ,其 时 铁 勒 各 部 还 没有 首领 自称 可 汗 ,当然 也 就 不 可 能 有 

浑 部 可 敦 。 浑 也 可 以 指称 位 于 青海 的 吐 谷 沟 ,是 商 昌 通 往 

南朝 的 必 经 之 路 ,与 高 昌 早 有 往来 , 且 吐 谷 浑 首 领 自称 可 

计 !44 文书 称 浑 在 “上 平地 ?处 ,内 此 不 排除 这 里 的 浑 珂 顿 

【I 工 )】 L 辣 番 误 书 } 壳 ,238 一 2 和 页 风 时 普 番 文书 3 一 ,283 一 37 页 。《 护 年 No.48。 

【21] 闭 伯 误 ( 敦 炉 吐 普 瑚 文书 与 经 网 之 路 》,95 页 。 

【3 ] & 数 煌 吐 普 番 文书 与 丝 岗 之 路 y .107 一 108 页 

【4 ] 《 秽 书 ?着 一 口 三 《高 车 忧 ?$ 记 * 师 蠕 . 咪 叶 、. 吐 个 一 所 以 交通 者 , 尼 路 由 高 局 ， 

和 糊 第 柜 接 ”, 知 旺 谷 这 导 通过 商 昌 与 北方 六 孝 部 访 交 往 的 ,所 以 必 有 使 者 多 

到 高 晶 ， 骂 & 隋 书 ? 关 三 { 业 帝 纪 ?》 记 大 业 三 年 f607) 六 月 已 卖 ,* 吐 和 谷 浑 . 商 

向 并 则 使 页 方 物 " , 冻 可 视 为 两 者 变 往 欧 证 据 。 隋 书 3 藉 做 - :西域 传 3 吐 

和 谷 尝 茶 … 当 上 .网 之 际 , 始 称 可 证 ." 



使 是 来 白 青 藏 高 原 东 北部 的 时 谷 浑 的 俩 者 。 

至 于 廷 壁 坷 顿 使 . 提 勤 绪 演 使 卫 畔 陀 和 乌 练 那 凸 组 使 

夏 , 依 高 昌 此 时 与 北方 游牧 读 关 系 的 密切 程度 ,还 是 看 作 突 

脏 使 老 更 合适 些 。 

由 这 件 文 上 可 以 得 知 ,在 六 世纪 末 , 高 昌 官 府 要 接待 从 

北部 突 匡 .东部 仍 者 .南部 此 和 谷 一 利 西 方 生 特 何 国 的 使 者 ， 

这 非常 集中 尼 表 现 了 高 昌 四 通 八 达 的 地 理 位 置 和 与 东西 南 

北 诸 国 秋 往 的 情况 。 

《2 痉 高 嗓 重光 三 年 (622)? 条 列 虎 牙 沁 某 等 传 供 食 帐 一 . 

一 (66TAMS0) ,所 供 客 使 有 训 昌 夫人 前 尼 道 师 融 人 、 客 胡 

十 五 人 ,供奉 官 有 虎 秆 . 暴 中 、 宣 威 111 在 中 十 时 期 的 文献 

里 ， 邮 ”有 时 专 指 伊朗 胡 人 , 则 这 里 的 客 明 ,应 来 自 访 斯 .村 

特 或 于 交 。 

(3 这 高 昌 娃 佛 图 等 传 供 食 帐 》 必 商 昌 虎 秆 都 子 等 传 供 

食 幅 9? 《高 昌 口 ] 善 等 传 供 食 帐 2》 必 商 昌 令 狐 等 传 供 食 帐 》 ,四 

件 字 体 相 同 , 均 被 剪 成 鞋 样 ,原本 应 属 同一 文书 .出 自 
60TAM307 莫 , 约 作成 于 583 一 587 年 间 。 所 记 客 合 有 笋 略 

(外 骨 )? 吐 屯 和 后 玫 涯 、 鸡 各 零 ( 契 蔓 ) 苏 利 结 个 妇 . 乌 深 ( 回 绽 ) 

摩 河 先 使 河 干 . 南 相 ( 啊 ) 珂 寒 使 听 举 贪 汗 . 提 勤 乌 罗 浑 、 栈 

头 ( 夫 延 陆 )[DD 大 官 、 栈 头 案 豆 避 摩 订 先 . 偶 汗 提 勤 使 、 栈 

头 大 官 使 炎 畔 陀 、 阿 博 珂 塞 ( 阿 波 可 汗 ) 使 口 振 珂 离 振 、 北 俐 

匠 时 (下 残 ) 阿 都 络 希 于 使 畔 陀 子 第 ,外 生 儿 提 勤 珂 都 虔 、 

阿 博 珂 寒 铁 师 居 织 . 槐 滁 指 使 浮 ( 下 残 ) . 浑 灾 (?) 居 之 舟 ( 下 

残 ) 贪 放 珂 守 ( 货 半 可 计 ) 使 、 贪 汗 珂 寒 金 师 莫 畔 陀 , 供 使 官 

[ 1] 时 傅 师 文 上 妥 ? 栖 .376 一 377 碳 1 吐 曾 番 文书 ?一 ,167 172 责编 年 3 ins， 

T93 .77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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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 丰 明 戚 . 虎 才 [1 这 里 主 昌 是 铁 勒 , 突 及 各 部 落 的 使 者 ， 

但 有 些 使 才 如 食 症 珂 时 全 是 莫 酝 陀 ,从 名 字 米 看 做 足 本 特 

人 。 

(4)《& 亩 加 党 保 等 传 地 院 什 人 供奉 容 使 文书 ? 

《69TAM122) 汶 587 一 600 年 问 文书 。 所 供 客 使 有 尼 利 末 蜜 

尼 利 可 计 ) 使 . 捍 失 蛇 歼 护 使 .DC 珂 赛 使 , 供 使 官员 丰 虎 
证 等 02 

(3S 冯 高昌 虎牙 撕 治 等 传 供 食 帐 江 60TAM329) ,年 代 在 

604 一 611 年 。 所 供 客 使 有 叶 计 指 ( 中 缺 ) 天 官 ( 上 缺 ) 玖 滨 

大 官 别 回 . 辑 逻 珂 塞 (处 多 可 汗 ) 乌 都 伦 大 官 . 北 相 ( 晴 ) 珂 蹇 

使 旺 草 贷 时 . 阜 失 移 泽 班 使 乌 康 延 颁 利 . 射 尼 (中 缺 ) 珂 寒 使 

吐 市 . 贪 诗 (下 缺 ) .此 别 售 早 , 供 使 官 布 虎牙 、. 常 侍 531 

《6) 商 上 电 延 寿 十 四 年 (637) 兵 部 上 关 人 和 吾 客 馆 客 使 文书 》 

(72TAM171) ,所 供 窜 使 有 珂 赛 苦 公主 被 中 手 勤 . 苏 铭 胡 鹿 

灰 官 .公主 时 健 天 官 .图 伽 公主 塞 担 怠 妇 儿 . 摩 奋 提 勤 妇 儿 、 

阿 起 阁 术 妇 此. 汉 客 张 小 喜 . 真 打 人 贪 导 天 官 、 好 延 枯 胶 振 

摩 珂 项 使 使 稳 己 终 大 官 . 铅 者 ( 否 者 ) 来 射 卑 妇 儿 . 尸 不 有 _ 被 

早 大 官 . 珂 塞 草 (下 缺 ) . 屈 闪 村 被 浮 钴 使 (4 

由 以 上 供 使 文 号 十 以 看 出 , 商 昌 王国 官方 接 待 的 主要 

客 使 是 来 晶 北 方 的 窗 顾 各 部 落 ,在 铁 勒 强盛 时 则 有 大 描 铁 

蔓 各 部 的 使 者 。 这 是 和 当时 的 历史 背景 相 一 致 的 ,因为 自 

552 年 土 门 灭 柔 然 汗 国 , 自 称 骨 利 可 证, 建立 突厥 汗 国 后 ， 

[1j 导 租 一 文人 宇 ,412 一 4193 页 int 和 但 尼 误 书 } -230 一 262 页 ; 芝 网 年 3Nim- 

355- 一 8 圭 素 先 直 定 汶 延 厅 所 人 秆 16323 前 后 ,他 丰 本 。 

[ 2] 《 别 熏 文 jy 让 ,455 页 :中 曾 阁 立 节 》 ,328 一 329 页 玫 编 年》No 1007. 

【3] 莹 中 曾 备 广 飞 ?》 杜 .41 页 过 叶 铂 理 交 书 $- ,342 一 345 页 扩编 年 9No 1013。 

【4】 过 吐 角 苗 文书 起 ;76 一 98 页 ; 玖 中 痊 理 六- 蔬 9 四 ,132- -135 页 这 编 年 ?No.994， 



宽 万 就 是 从 江北 到 中 亚 北部 的 最 强大 的 势力 。 有 从 554 年 并 

始 ,突厥 潮 针 控制 品 昌 ,上册 岛 王 接受 突 且 封 号 ,成 为 突厥 证 

国 的 附 良 。 高 占 王 朝 罕 茂 襄 突 磋 公主 , 茂 死 , 窗 服 公主 依 

突 峡 风俗 ,由 后 王 乱 乾 回 续 刻 , 乾 固 丝 , 帘 厥 又 逼 后 王 灰 伯 

雅 续 人 114 面 吐 火 遇 地 区 活 国 统 褒 者 咀 度 设 ,是 突厥 叶 护 

可 证 长 了 ,高 昌 士 夭 文 泰 妹夫 15 宽大 控制 高 间 以 西 中 亚 

天 片 于 地 , 遇 昌 可 以 通过 突 趾 与 凸 方 各 国联 络 。 此 外 ,高 昌 

电 独 外 开展 外 交 ,文书 中 右 何 国 、 袁 普 . 伊 理 及 突厥 , 铁 勒 各 

小 部 来 高 昌 的 记载 ,说 明了 这 种 联系 的 存在 。 玄 上 某 众 高昌 

西行 时 , 疙 文泰 “ 遗 同 中 侍 御 史 欢 信 送 至 时 殷 可 沫 简 , 又 作 

二 上 四 封 书 , 通 向 支 ( 龟 兹 ) 等 二 十 四 国 ,每 一 封 书 附 大 绫 一 

匹 为 佑 。 (3 好 是 明证。 

《大 和 蕊 因 寺 - 藏 法 师 传 ?《 续 高 僧 传 女 灶 传 ?有 关 玄 睹 

西行 栅 昌 的 记载 ,也 可 以 作为 考察 总 昌国 供奉 窜 使 制度 的 

参照 。 名 尖 虽 然 是 行 脚 僧 ,没有 官方 性 质 , 但 高 昌 王 灰 文 泰 

却 以 国 礼 待 之 ,供奉 较 一 般 客 使 更 为 丰富 。 因 此 有 关 玄 此 

的 记载 ,透露 出 高 昌 供 替 客 使 的 某 些 制度 侧面 。《 续 高 僧 

传 ̀  玄 里 传 } 称 :此 邹 时 在 凉 州 讲 扬 经 论 , 商 客 通 传 , 预 闻 攻 

城 ( 右 }。 高 旧 王 便器 最 铎 , 境 次 相 迎 。 觉 明 商 昌国 署 有 邮 

鱼 . 以 迎接 客 使 。《 慈 胃 传 ?详细 记述 了 迎接 玄 柴 的 过 程 : 当 

玄 瞻 到 伊 吾 后 , 先 有 高 昌 使 人 在 伊 否 , 归 告 其 王 。 高 昌 王 厌 

文泰 即日 发 使 ,从 贵 臣 驰 驱 设 顿 迎 候 。 高 虽 使 者 陪同 玄 瞻 

进 人 高 号 ,被 特别 安置 于 七 宫 后 院 住 下 。 玄 时 走 时 ,高 号 王 

[T] 《 隋 书 ?》 郑 从 三 & 机 域 传 y》 高 昌 条 。 

[23 & 大 划 轩 雷 二 六 站 师 传 3 辩 工 ,中华 书 局 ,1983 年 ,31 页 。 
【3]】 同上 着 一 ,21 责 - 

T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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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为 法 师 度 四 未 弥 以 充 给 人 寺 , 制 法 服 二 十 具 , 以 西 土 多 寒 ,又 

造 面 衣 , 手 在 . 蒜 、 袜 等 各 数 事 。 黄 金 一 百 两 , 银 铁 三 万 、 续 

及 绢 等 五 百 匹 , 充 法 师 往返 一 二 年 所 用 之 资 。 给 马 三 十 匹 、 

手 力 二 十 五 人 。 遗 破 中 侍 御 中 欢 信 送 至 叶 护 可 计 箱 。 ”1 

这 里 虽然 有 些 是 鸡 玄 此 的 特别 优待 2, 但 道 使 迎 顿 ,给 马 

及 手 力 送行 等 ,对 其 他 商 贵 的 使 记 可 能 也 是 好 此 。 至 于 在 

高 昌 逐 留 的 情形 ,从 人 殿 使 文书 可 知 , 客 使 住 在 高 昌 官 府 提供 

的 客 馆 中 ,由 中 央 和 地 方 政府 的 官员 负责 传 王 令 , 申 百姓 或 

寺院 使 人 充当 合 人 ,准备 和 运送 食物 或 其 他 东 瑟 给 窜 使 ,这 

种 差 役 往 和 个 诬 给 车 籍 高 号 的 著 特 人 ,因为 他们 可 以 讲 来 使 

所 熟 释 的 北方 或 是 方 的 语言 。 有 的 账目 天 明 , 客 使 被 分 成 

上 ,中 .下 三 等 ,供应 的 食品 也 丰 - 样 , 表 明 高 昌 对 待 不 同 级 

别 的 客人 按 不 同 的 等 级 对 待 。 商 间 官 府 供应 客 使 立 有 专门 

账目 ,每 半 个 月 一 核算 。 

由 于 高 昂 王 国 嫂 立 了 一 套 供应 客 使 的 制度 ,为 东西 方 

使 者 的 往 沫 提供 了 便利 条 件 。 虽 然 目前 所 见 文书 资料 的 记 

载 当 为 北方 突 臣 、 铁 勒 的 客 使 ,实际 上 应 当 同 时 有 不 少 西方 

诸 国 的 客 使 也 都 在 高 昌 驻 足 。 贞 观 四 年 (630) 冬 , 灰 文 泰 人 

唐 朝 进 责 ， 旺 域 诸 国威 欲 因 文 素 虽 使 人 贡 ” (4 唐 朝 宁 相 

魏征 党 得 " 若 十 国人 贡 , 其 使 不 下 千 人 "”!43 回绝 了 这 批 使 

者 ,但 他 们 显然 已 经 到 达 高 昌 ,等 待人 贡 , 这 说 明 高 昌 接 待 

客 使 的 能 力 之 强 。 

【1] 《大 芯 恩 寺 二 城 法师 传 ? 卷 一 ,18.21 页， 

【2 ] 关于 高 昌 对 玄 上 时 的 援 晤 问题 , 蚕 看 了 完 实 & 唐 训 旧 与 融 文 秦 》 必 教 析 吐 鲁 秦 

研究 ?第 4 卷 ,19995 年 , 吕 一 101 页 。 

【3] 节 财 褒 道 鉴 $ 郑 -一 九 一 贞 规 四 年 十 二 月 蛙 寅 条 。 

【4] 过 昌 唐 书 3$ 卷 七 一 魏征 传 ?》, 上 北京, 中华 书 局 ,2548 页 。 



二 、 高 昌 王 国 对 外 来 商 骨 的 管理 

高 昌 作 为 丝绸 之 路 上 的 一 诬 重 要 绿 训 王国 ,往来 的 商 

骨 很 多 。 高 昌 工 国 存在 的 时 期 ,也 正 是 中 亚 葛 特 商 人 大 量 

东 来 进行 长 途 贩 运 的 年 代 , 我 们 在 吐鲁番 出 土 立 书 中 看 到 

了 过 去 未 曾 克 过 的 许多 珍贵 史料 ,反映 了 栗 特 商 胡 在 高 昌 

市 场 交易 的 具体 情况 。 

在 这 些 文书 中 ,最 能 说 明 癌 题 的 要 数 《 高 虽 内 藏 奏 得 称 

价钱 帐 沁 73TAMS514, 图 41)。 这 件 文书 记录 了 灰 氏 吉 昌 革 年 从 

正月 一 目 到 十 二 月 本 高 昌 市 场 中 的 货物 交易 及 交易 双方 向 

官府 所 交 的 “ 称 价 钱 " 数 (11 称 价 钱 旦 作为 高 昌 于 室 收 人 

《内 藏 ) 的 进出 口 贸 易 管 理 附加 税 , 在 整个 二 十 多 笔 交 易 中 ， 

买卖 双方 主要 是 康 、. 何 ̀ 曹 、 安 .五 五 姓 的 栗 特 人 , 卖 者 当 来 自 

西方 , 买 者 在 高 昌 本 地 ,但 双方 都 是 票 特 人 人。 买卖 的 商品 有 

金 . 银 . 丝 ,. 香 料 、. 郁 金 根 . 础 沙 . 铀 、 欠 石 ,药材 、 石 密 , 除 了 丝 

之 外 ,大 多 数 是 西方 的 舶 来 品 。 其 中 金 , 银 . 久 石 等 为 波斯 ， 

栗 特 产品 , 欠 石 是 自然 钢 , 可 作 首 饰 ,与 玉石 一 样 珍 贵 ; 确 沙 

是 怨 兹 等 地 所 产 , 系 火 山 喷 出 之 毛 化 铂 气 体 瞧 因而 成 ,可 以 

医用 。 香 料 主要 来 自 印度 , 石 蜜 以 波斯 出 产 的 最 佳 。 丝 则 为 

中 原 产 品 。 双 方 交 易 的 量 很 大 ,如 康 炎 其 一 次 买 香 362 斤 ， 

碚 沙 241 斤 。 康 贰 至 一 次 买 香 650 余 斤 , 确 钞 201 斤 ,说 明 他 

们 是 一 种 批发 商 。 而 生丝 一 斤 等 于 银 一 两 六 钱 , 金 四 钱 ,大 

【1 《+ 鲁 重文 书 $ 森 ,450 .453 页 风 吐 缘 于 文 书 $ 三 ,318 一 325 页 交 编 年 ?No- 

区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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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 吐鲁番 出 土 《高 昌 内 藏 赛 得 称 价钱 帐 》 

大 低 于 罗马 的 丝 价 ,说明 这 种 贸 易 是 极其 有 利 可 图 的 1 

【 上】 朱 媚 《 策 氏 高 昌 王国 的 “ 称 价 钱 "》,《 魏 则 南 北朝 隋 良 史 资 料 ?第 4 和 辑 ,1982 年 ， 

17 一 24 页 。 卢 开 万 《 试 论 钢 压 高 旧时 期 的 赋 役 制度 ?, 唐 长 珊 编 5 敦煌 时 舍 敌 

六 书 初探 $ ,武汉 大 学 出 版 社 ,1983 年 .66- 99 下 。 宋 杰 《 时 鲁 恤 文书 所 反 上 

的 高 昌 牺 价 与 货币 问题 ?3, 北 京师 范 学 院 学 报 #1990 年 第 2 期 .57 一 76 页 。 

姜 伯 勒 《 报 煌 吐 鲁 关 六 书 与 丝绸 之 路 》 138 一 ] 昼 .175 页 。 钱 伯 挟 《从 :高 昌 内 

着 亦 得 称 价钱 帐 ) 看 烛 氏 王朝 时 贡 丝 网 之 略 的 摧 人 和 商品 》 必 西北 史 地 ?1992 

年 第 3 期 ,43 一 后 页 



吐 色 和 出土 的 件 兹 特 文 买 去 女奴 的 契约 , 即 《 商 昌 延 

寿 十 六 年 (639) 五 月 贞 七 朋 菇 婢 契 》(69TAM135) ,也 反 蜂 了 

票 特 南 人 在 高 卢 地 区 的 交易 活动 。 这 件 文 书记 一 个 石 国人 
用 银钱 从 一 个 康 国 人 于 中 , 买 到 一 个 宽 顾 地 区 出 牛 的 音 周 

妈妈。 契约 及 后 有 讽 愉 国 书记 长 认可 的 记录 ,也 表明 高 
王国 对 市 场 中 胡 人 癌 的 交易 活动 加 以 管理 的 情况 [ 世 

栗 特 或 外 来 向 人 带 到 高 划 的 商 负 ， 人 旦 也 全 作 办 上 高昌 

官府 。 如 阿 斯 卉 那 48 号 获 出 士 的 从 件 高 是 延 号 二 十 - 士 年 
《587) 关 月 天 部 条 列 尖 与 用 钱 头 数 奏 行 文 节 , 具 中 到 者 如 蛤 

旦 典 畔 陀 . 康 秋 几 等 应 是 票 特 人 , 兴 形 则 为 高 昌 宵 麻 (2 
马匹 旦 重要 的 军备 和 交通 运输 工具 ,对 于 高 日 这 样 的 同 万 
不 强 的 小 国 和 依赖 路 贸易 的 国家 尤为 关键 。 

高 号 主 国 为 往来 交易 的 商 明 提 供 了 站 山头 卖 的 场所 ， 
也 从 中 获得 了 丰厚 的 利益 ,并 补充 自己 所 缺 的 马匹 一 类 的 
东西 。 从 栗 特 商人 交易 的 商品 看 ,有 西亚 波斯 .中 业 某 特 的 
金 银 . 欠 右 .有 西域 鱼 兹 的 银 . 确 沙 ,有 印度 的 香料 ,有 北方 
草原 游牧 族 的 马匹 和 奴婢 ,这 些 物 品 和 聚 特 文 古 信 札 所 兄 

[1] 点 出 十 . 森 安 学 去 ,新疆 博 物 情 & 精 氏 商 昌 亲 时 化: 区 上 立 到 多 并 亦 买 京 

书 闻 ,内 陨 交 汉 了 生计 把 研究 3IvV,.1988 年 ,1- 50 奥 , 莘 此 -; 榨 川 正 畏 # 二 
安 必 了 了 > 出 土 ! 葛 氏 高 届 才 时候 栎 多 本 文 丰 绷 求 赤 买 让 书 》 拉 昌 解 让 访 

如 -7 习 肉 陆 了 学 了 言语 太 研 究 ?》w ,989 年 ,137 一 153 页 ! 林 手 村 # 这 特 交 

买 婢 架 与 丝绸 之 路 上 的 契 妈 贸 映 ?3.《 文 饮 31992 年 第 9 期 ,9 54 页 ;又 灿 

《西域 立 明 ? ,东方 出 版 社 .1995 年 , 咒 一 19 页 ; Yoshida， “Heview of Sima 一 

机 训 im ，Sogegfiarm amd Der 帮 Grriam rmarripliers ge Lpper utas 亚 ，jnmp 一 

Transan Jouma. 折 19993，p.254; 幕 川 正 睛 评介 : 林 梅 村 (型 特 文 买 婢 契 与 
皆 网 之 路 了 的 女 妈 贸易 六 光 吐 生理 出 土 文物 研究 会 会 报 $ 第 100 号 ,1994 

年 ,6 相克. 

4 吐 鲁 禾 区 书 3 宣 ,339 一 345 页 殉 叶 鲁尼 文 书 》 二 ,7 一 88 页 i 编 年 3》 Naa. 

462 一 463，465 一 468 .473-- 47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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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唔 世纪 初叶 在 敲 煌 .武威 .洛阳 一 线 作 买 卖 的 栗 特 商 胡 所 

贩运 的 物品 很 有 相似 立 处 : 金 . 廊 理 .的 概 、 樟 脑 . 大 腑 (7 

《 旧 唐 书 》 卷 一 几 八 《高 昌 传 》 记 武 德 七 年 (624) 高 昌 王 朝 文 

泰 献 拂 厅 狗 ,为 中 国有 指 林 狗 之 始 。 这 个 出 身 东 罗马 的 小 

狗 , 古 否 也 是 江 拜 狗 的 粟 特 人 责 献 给 高 昌 的 呢 ? 尚 不 得 而 

知 ， 武 商 万 交通 天 二 年 (697) 和 玄宗 开 匹 十 二 年 (724) ,村 

特 安 . 康 两 国 曾 向 唐 朝 进 砍 故 或 狗 , 己 贵妃 亦 有 宠物 狗 日 

“ 康 国 独子 ”, 据 考 邦 是 拂 穆 狗 (1 高 昌 给 桶 特 商 人 提 铁 了 

让 动 的 舞台 ,也 为 高 昌 带 来 了 中 转 贸易 的 利益 。 

三 、 高 昌 王 国 对 西方 移民 的 安置 和 管理 

高 昌 的 外 国 侨民 有 两 种 ,一 种 是 早 就 来 到 高 昌 并 著 籍 

的 胡 人 ,与 编 户 无 异 ; 一 种 如 上 面 所 说 的 商 胡 ,他们 临时 在 

高 昌 喜 留 ,可 能 做 完 生 意 就 走 , 也 可 能 在 他 们 特别 的 聚落 中 

逗留 较 长 的 一 般 时 间 ,然后 才 到 其 他 地 方 继续 交易 。 

《高 昌 昔 上 葛 门 陀 等 名 籍 ?》(64TAM31 ,图 和) 提供 了 较 早 

来 高 昌 的 -- 批 票 特 胡 人 的 例证 : 

【前 残 ) 一 人 , 奴 一 人 , 昔 莫 门 陀 一 大 ;, 何 品 选 一 大 ， 

昔 莫 毗 一 人 , 安 本 之 一 人 , 何 沛 沛 知 口 一 人, 何 薄 昱 一 

[ 1 ] .Sin - 巩 ilHiams， “Th e 全 囊 dizm Merehants in Thina anqg Ilia”，Cine e an da 

Aero MO ol netn 7ang ， 下，f 丰 aowima 卫 ，Lanoiotti ，jireeze 

1996， 本 .46- 48. 

[2 ] 毒 看 闵 鸿 秒 《 妆 代 九 姓 大 与 窗 硫 立 化 》, 北京 ,中 华 飞 局 ,I998 年 , 50.60、 

2 一 -2220 贞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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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2 导 鲁 钴 出 十 高昌 曹 莫 门 陀 等 名 籍 》 

一 信 , 何 阿 火 一 人 , 穆 钵 息 一 人 , 昔 枯 席 一 

人 , 曹 少 类 一 人 ，, 康 莫 天 一 人 , 康 鳖 颜 骑 知 一 人 , 曹 浮 类 

人 ,和 何 都 伦 

人 ，, 安 虎 木 一 人 , 何 萨 布 一 人 , 何 相 斋 费 一 人 , 草 头 六 贫 

197 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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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 一 人 ,向 形 贪 旱 -- 人 , 曹 葛 毗 -- 人 , 昔 浮 贺 -- 人 ， 昔 葛 

此 -- 人 ，, 草 演 英 一 人 , 草 担 始 潘 一 人 , 曹 让 -一 人 , 昔 虎 

伺 -- 人 , 曹 鲜 惫 一 人 , 草 和 力 一 人 ，, 曹 阿部 山 一 人 , 草 费 

和 祖 -- 人 , 曹 英里 一 人 , 草 伯 山 一 人 , 昔 黄 浊 一 人 , 曹 阿 歌 

答 一 人 , 曹 莫 门 一 人 , 曹 摩 艺 畔 陀 一 人 , 曹 阿 挠 延 一 人 ， 

曹 浮 夜 门 畔 陀 -- 人 , 曹 那 宁 潘 一 人 . 曹 急 [ | , 营 桔 

上 广 虑 一 人 , 曹 莫 之 一 人 , 曹 (下 残 ) (0 

这 里 总 共 记 水 47 人 , 妈 3 大 , 因 文 蔬 前 后 残 失 ,原本 记录 的 

栗 特 人 - : 定 更 多 。 日 前 我 们 还 很 礁 从 栗 特 人 的 音译 胡 名 中 

辩 利 男女 ,但 这 件 文 节 登 录 的 村 特 人 确 如 姜 伯 勤 先 生 所 说 

很 可 能 是 壮年 田子 522 这 样 一 批 票 特 人 用 员 文 登录 下 来 ， 

似 是 高 昌 究 府 出 于 某 种 日 的 所 为 。 他 们 是 否 是 “ 客 请 ”, 难 

以 确定 ,从 官府 把 他 们 登录 下 来 一 点 推测 ,他 们 也 可 能 是 刚 

刚 来 到 高 遇 的 楼 特 移民 ,家 着 也 可 能 随 之 而 来 。 此 外 ,这 件 

文书 书法 素 意 甚 浓 ,与 同 幕 出 土 的 《高 昌 重 光 元 年 (620) 售 

女 某 甲 随 非 友 物 蔬 》!31 节 法 完全 不 则 ,年 代 应 在 五 世纪 ， 

或 许 是 大 氏 高 昌 前 期 的 文书 残片 ,反映 的 是 栗 特 人 较 早 成 

抠 进 人 高 昌 的 情形 。 当 然 , 从 五 世纪 到 七 世纪 , 粟 特 人 不 

断 东 来 ,这 批 加 特 人 也 可 以 看 作 是 六 世纪 前 期 米 到 高 昌 

的 。 

最 初 移民 站 昌 的 聚 特大 应当 居 住 在 自治 的 集落 里 。 大 

概 因 为 早期 的 撒 特 移民 与 高 昌 城 内 的 汉人 接触 不 多 ,所 以 

[上 ]】 有 中 和 鲁 甸 文 书 # 杜 ,359 页 庆 叮 崩 天 文书 3 一 .19 一 120 页 六 编 全?No.Tt5， 

【2 ] 盖 们 勒 # 表 煌 吐 肯 得 文书 与 经 网 之 路 》,.174- -175 页 - 

[ 3] 过 吐鲁番 文 - 按 ? 坦 ,358 页 1 中 和 鲁 王 文书 3 一 17 一 118 王 生 编 年 No.717， 



票 竺 人 各 计 角 出 现在 汉文 文书 记载 己 起 六 世纪 时 的 事 了 、. 

此 时 尚 昌 在 奈 氏 二 划 统 治之 下。 姜 伯 勒 先 打上 引文 已 经 检 

出 震 氏 商 虽 文 片 中 大 籍 聚 特 人 的 名 宁 ,并 按 他 们 的 身份 . 邮 

位 上 了 归纳 ,但 这 些 单 个 的 过 特 人 全 似 难 证 明生 特 紧 沙 的 

存在 ,因为 这 些 人 各 中 除 个 别 作 人 彻 看 客 馆 者 为 明和 名 外 ,多 

为 这 省 ,做 此 央 他 但 赴 蕊 经 柄 大 汉人 计 会 中 的 旨 特 个 伍 。 

区 公车 先生 举 出 "康吉 "“ 史 夺 "两 个 棵 特 家 证 材料 , 玉 推 断 

葬 特 人 可 能 人际 族 而 局 ;: 又 从 高 旧 票 特 人 信奉 斌 教 并 有 “ 萨 

宝 "体制 的 和 情 沈 .来 说 明 "虽然 不 能 牟 然 作出 高 马 普 朝 遇 已 

右 鞭 特大 襄 落 的 结论 ,但 我 们 确实 也 不 能 排除 这 种 可 能 

人 性" 。 吐 重 笛 文书 中 抑 到 许 和 多 类 人 簿 康 奋 . 史 赤 的 家 村, 一 般 

认为 其 规模 不 大 ,做 乎 只 能 表明 其 为 康 . 史 富 姓 所 六 , 而 难 

由 此 兵 说 有 宗族 而 居 的 情况。 阿 斯 卉 那 $S24 号 莫 出 土 《 商 

昌 永 平一 年 (550) 上 二 月 册 月 而 部 班 开 为 知 只 大 上 上 各 及 滴 

罚 事 / 所 列 短 祀 官员 有 “了 诬 菏 ( 短 ) 又 阿 斯 那 331 导 

曹 出 十 《高 昌文 和 六 年 (6197 伯 延 等 传 付 才 酌 床 条 》 也 有 “ 萨 

攻 ( 逢 ) "名 [2 这 里 的 萨 藉 , 即 北朝 隋唐 史籍 中 的 萨 保 . 萨 

青 , 萨 宝 ,为 京 电 和 好 方 州 那 中 稍 理 胡 人 琅 落 的 官员 , 它 的 

生 在 ,证 实 了 高 名 宋 特 聚落 的 真实 存在 。 

高 昌 王 国 的 节理 环境 和 生活 状态 者 与 栗 特 城邦 相似 , 因 

此 有 太 批 票 特 人 东 迁 吐 鲁 希 盆地 ,定居 下 来 ,并 渐渐 人 籍 为 

高 昌 人 。 事 实 上 ,属于 禹 昌国 时 期 的 文书 中 所 见 的 单个 票 特 

人 人 ,大雪 数 是 已 经 人 籍 的 栗 特 人 ,他 们 与 高 基 训 姓 一 样 种 田 、 

和 服役。 《高昌 人 作 人 .画师 . 主 胶 人 等 名 籍 ?(72TAM153,c.596、 

【1] 4 吐 鲁 贡 文书 ? 刘 .136 页 i 叶 答 副 立 书 $ 二 ,45 一 47 页 

[2 ] 人 FE 鲁 王 文 书 》 可 ,355 页 i 玖 吐 生 明文 书 》 二 .1 丙 。 

。 199 条 

到 败 而 放 

古 对 辣 了 娃 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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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97) 上 友 映 了 他 们 任 区 师 的 情形 :5 《高 名 延 呈 三 十 四 年 (3$94) 

调 薪 文书 一 #73TAM520) 友 如 了 他 们 服役 纳税 的 情况 (274 表 

明 人 箱 以 后 的 栗 特 人 ,与 其 他 编 尸 无 异 。 

、 高 昌 王 国 对 外 来 宗教 的 包容 四 

高 昌 是 汉人 为 统治 者 而 居 基 包括 议 人 、 衣 人 的 复杂 社 

会 ,主要 流行 佛教 和 中 国 传统 信仰 ,这 可 以 从 传世 的 佛教 史 

料 和 出 土 文书 中 得 到 广泛 的 证 明 [32 

随 普 标 特 人 的 大 量 东 填 ,他 们 所 信奉 的 族 教 也 进 人 吐 

价 肴 盆地 .得 到 高 昌 地 方 官府 的 允许 。1965 年 吐 曾 着 安乐 

城 废 化 塔 中 出 土 的 《金光 明 经 》 卷 二 题记 : 

广 午 岁 八 月 十 三 日 ,于 高 昌 城 东胡 天 南 太 后 祠 于 ,为 

索 将 军 佛 子 囊 息 合家 , 写 此 《金光 明 》 一 部 , 断 手 旋 竞 of4] 

【1] 《+ 重音 立 - 相 村 ,282 南光 吐 得 一 文书 ?二 ,393 一 335 页 1 编 年 ?No.545。 冻 国 

标 4 辆 氏 调 贞 役 制 研 究 ?, 必 敦 类 学 辑 刊 31990 年 第 1 期 , 许 一 民 页 。 美 尾 史 郎 

妇 商 昌 人 作 人 .画师 . 主 胶 人 等 名 籍 ) 试 释 》 以 龙 谷 更 坛 ?第 108.t04 合 刊 号 ， 

1994 年 ,1 一 16 页。 

[2 ] 《 吐 鲁 彰 文 ? 查 ,317 一 318 页 :时 鲁 攻 文书 ?二 .32 一 35 页 坟 编 年 ?No.S41。 

[3 ] 对 要 请 重 光 《 贰 氏 商 昌 寺 院 经 放 试 探 ? 《中国 经 主 息 研究 》1987 年 第 1 捧 ， 

5 皇 一 52 抽 ; 了 人 唐 饼 教 村 会 中 论 》, 台北 国际 误 化 公司 ,1980 年 ,161 一 缉 3 

页 ; 严 榨 中 上 靖 氏 高 肯 王 国 寺院 研究 ?$. 攻 文史 # 第 树 辑 ,1992 年 ,1029 一 042 

页 ; 韩 森 《中 国人 呈 姑 何 上 仿 佛教 的 一 一 吐 鲁 一 幕 项 揭示 的 信人 刷 帮 变 #.《 吉 

才 吐 靖 番 妖 充 ?第 4 着 ,1999 年 ,17 一 37 页 ; 炳 尝 痢 《 试 论 高 昌国 的 佛教 与 佛 

教 教 团 ? .同上 出 处 .的 一 60 页 。 

[4 】 最 佳 图 版 网 4 靳 疆 徘 百 尔 族 自 治 区 博物 馆 ?, 文 物 出 版 社 ,1991 年 ,图 版 到 。( 编 

年 3Tuo.282。 



写本 尿 法 ,题记 中 的 志和 名 等 综合 米 看 , 庆 午 为 430 年 5) 

表明 早 在 高 昌 郡 时 期 , 叭 救 已 经 进 人 高 号 ,并 在 高 时 减 东 建 

灵 了 供奉 朝天 的 证 局 。 这 所 认 裙 -- 定 是 那 - - 带 有 名 的 建筑 

物 , 因 此 人 们 把 它 当 作 太后 榈 的 地 理 坐 标 。 

高 昌国 叶 期 ,只 教 在 高 占 地 区 一 直人 存在。 如 《& 高 昌 章 和 

考 年 (535) 了 服 牛 羊 供 礼 帐 373TAM524) , 记 有 “了 丁 谷 天 ”2 

表明 只 教 已 渗透 到 叶 鲁 亚 盆 地 和 东部 时 峪 徇 山谷 一 带 。《 高 

昌 高 乾 秀 等 护 译 人 人 拱 帐 》(67TAM88, 约 562 年 )L3《 商 昌 众 

保 等 传 供 粮 食 帐 》 必 高 昌 乙 西 (625) ,再 成 岁 (626) 某 夺 条 列 

月 用 蚀 汗 帐 历 ?67TAM377) 41 也 有 各 个 时 期 高 昌 中 央 .地 

方 官府 或 寺院 中 供 祀 衣 天 的 记载 5 说 明 容 教 在 高 昌 虽 然 

势力 不 如 佛教 之 盛 ,但 余 佛 的 高 昌 于 室 并 没有 取缔 只 教 ,而 

是 计 两 者 并 存 。 认 教 是 当时 来 商 昌 的 大 多 数 胡 人 所 信奉 的 

宗教 ,高 自 官 府 对 话 教 的 包容 ,也 促成 大 量 信 奉 认 教 的 胡 

【1 ] 伐 宗 喘 《 穆 护 歌 考 》,《 选 堂 集 林 :由 林 》, 香 海中 华 -书局 , 1982 年 ,480 页 ; 荣 

新 汀 有 《 吐 则 毒 的 目 果 与 文化 3 , 硼 载 等 编 5 吐 篆 香 》, 三 素 出 版 社 .1987 年 ,50 

下 ; 池 用 章 《 中 国 而 代 写 本 识 语 香 录 $ .东京 大学 东洋 文化 研究 所 ,TI9e90 年 ， 

nu. 烈 。 按 , 事 遇 春 《 叶 鲁 得 出 十 :三 国志 :条 蔬 》 和 春 径 时 代 的 初步 研究 》， 

《 莹 煤 学 畔 刊 31989 后 第 1 期 ,12 一 生 页 :于 夫 # 中 和 鲁 鳃 出 土 斐 展商 名 时 期 

训 物 三 是 3 必 误 物 》1993 年 第 5 期 , 60 一 后 页 认为 庚午 指 490 年 .做 礁 成 

竟 。 

【2 ] 《 吐 音 萌 文 书 》 硒 ,132 中 和 时 外 蝇 文 李 ?二 , 允 页 多 编 年 ?No.299。 

【3 ] 《吐鲁番 文书 } 刘 ,193 一 200 页 ji 吐鲁番 文书 ? ,183--186 页 。 

[4 】 4 吐 鲁 香 文书 ?村 ,400- 405 页 ; 吐 秋 镁 文书 ?二 ,225 234 页 。《 编 年 yo。 
614- 

王 素 《高 昌 火 容 教 论 匾 ,历史 和 研究》1986 年 第 3 期 , 108 一 177 页; 开 夫 《也 

论 商 昌 “ 俗 事 天 神 " 放 人 历 史 研 究 ?1988 年 第 3 期 ,110 一 118 页 ; 钱 伯 名 《 仆 术 

部 文书 看 商 具 普 氏 土 朝 时 期 的 只 教 扩 红 特 扎 姓 胡 人 3》 新 疆 文 物 $1990 年 

第 3 期 ,9 一 101 页 : 羡 伯 勤 { 教 煌 时 外 医 充 书 与 经 网 之 路 3 206- 243 页 : 张 

三 达 & 咱 得 番 出 土 沈 详 文才 中 所 厚 煞 妆 语 元 区 宗教 的 站 迹 》. -16 贞 ,. 

【5 

201 者 

淫 人 全 和 隔 煌 画 H 四 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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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,如 鞠 特 毅 的 天星 进入 人 高昌 ,使 他 们 有 口 已 的 祭礼 中 心 ， 

使 他 们 安 局 乐 业 :， 

小 ” 结 一 口 

电 昌 芋 同 的 上 述 政 策 和 制度 ， 大 大 地 促进 了 高 只 与 东 

西方 各 国 间 的 交往 ， 高 虽 由 此 获得 了 巨大 的 利益 。 大 批 大 

人 的 到 来 ， 补 充 了 总 昌 人 力 的 缺 隐 。 东 西方 商品 的 转运 ， 

促进 了 不 地 区 的 商 晤 经 济 ， 也 使 得 国家 从 中 获得 大 量 的 识 

税收 人 :; 在 铁 乾 控制 高 昌 时 期 ,“ 恒 遗 重 臣 在 高 昌国 ， 有 

商 六 往来 者 ， 则 悦 之 送 于 铁 蔓 “11， 可 以 想见 高 昌 商 税收 

人 之 可 观 。 高 久 常 常 以 窗 厥 放 国 为 后 持 ， 与 之 让 代 结 亲 ， 

一 方面 借助 突厥 的 势力 与 西方 诸 国 交往 ， 另 一 方面 册 成 为 

罕 顾 势力 与 中 原 王 朝 交 往 的 门户 。 玄 装 西行 时 ， 负 文 素 作 
二 十 四 封 节 依 ， 通 忽 兹 等 二 十 四 个 国家 ， 表 明 商 昌 与 西方 

诸 国 的 密切 关系 。 同 时 ， 史 籍 记 贞 观 四 年 “西域 请 国威 欲 

天 文泰 遗 使 畏 贡 ”， 出 可 见 高 昌 处 在 西域 官方 或 秘 人 贸易 

使 团 与 东方 贸易 的 首领 地 位 。 当 唐 朝 与 突厥 的 关系 直接 对 

立 以 后 ， 高 虽 成 为 两 大 势力 间 的 争夺 焦点 ,高昌 站 在 突 顾 

一 边 ， 遇 绝 了 西域 使 者 前 往 唐 朝 的 道路 ， 而 珊 着 为 争夺 过 

往 商 贸 的 利益 ， 请 求 唐 朝 绕 过 高 号 ， 开 大 厂 路 以 通 离 个。 

高 昌 为 了 保持 自身 在 丝 路 上 的 商业 利益 ， 与 突 顾 连 兵 进攻 

算 状 。 遇 绝 使 者 和 攻击 希 普 ， 成 为 唐 太宗 于 贞观 十 四 年 

《640) 胡兵 攻打 高 昌 的 主要 理由 ， 灰 文 素 得 不 到 突 厅 的 援 

【1] 过 隋 书 》 郑 内 一 《 商 晤 传 》 



助 ， 高 号 由 此 灭亡 。 
高 昌 的 立国 与 丝 路 密切 相关 ， 可 以 说 ， 丝 路 通 ， 则 高 

昌盛 : 丝 路 绝 ， 则 商 台 壮 :。 

{ 原 载 # 殉 亚 学 刊 y 第 2 辑 ,2000 年 

疝 江 融和 峡 册 到 HH 亚 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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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 人 对 武 周 政权 之 态度 
吐 和 多 出 士 4 武 周 康 层 士 

写 经 功德 记 碑 少校 考 

1912 年 6 月 ,大 谷 探险 队 第 三 次 中 亚 考 察 陵 员 吉川 小 

一 郎 ,在 时 和 鲁 王 三 匈 商 昌 故 城 ( 喀 喇 和 车) 中 , 购 得 一 方 吾 

碑 , 运 阿 日本。 吉川 小 一 郎 在 所 著 《 支 那 纪 行 》 卷 二 中 对 于 

获得 石碑 的 经 过 记载 极为 简 栈 ,也 没有 对 石碑 本 身 作 任何 

摘 述 ,只 推测 是 方 唐 牧 !) 辛 记 革 命 后 亡命 日 本 的 罗 振 

玉 ,于 1914 年 夏 看 到 此 碑 。 罗 氏 k 西 了 石刻 后 录 序 i: 

【宣统 甲 寅 ] 夏 六 月 ,日 本 大 谷 伯 光 瑞 以 西 隆 访 十 

所 得 陈 于 武 库 导 之 别 氏 ,以 资 学 者 之 流 览 。 了 予 巷 冒 著 

往 观 , 见 武 周 康 居 士 写 经 功德 记 残 五 ,不 能 得 打 本 , 爱 

振 乱 妓 往 , 手 拓 之 。[21 

【1 ] 见 { 新 西域 记 ? 下 卷 , 有 光村 ,1937 年 ,617 页 。 

【2 】 田 振 区 海外 十 侈 录 ? 世 著 承 此 碑 六 康 届 士 缮 经 记 战 石 : 止 书 , 出 吐 舍 竹 , 中 有 

武后 制 子 ,年 月 镭 , 大 和 谷 折 苛 。 收 人 《 罗 玫 党 先 生 全 集 而 编 ? 第 三 肝 ,9%55 页 。 



罗氏 且 在 4 后 录 $ 中 录 其 文 , 前 有 简要 说 明 : 

药 周 上 居 士 缮 经 记 残 碑 

碑 裂 为 十 , 计 存 太 石 一 ,小 右 九 。 太 耕 训 四 尺 二 

寸 , 广 三 尺 二 盆 , 存 字 二 十 四 行 , 行 自 一 字 至 三 十 字 和 不 

等 ,前 九 行 万 经 目 , 后 十 五 行 态 记 文 。 丸 小 五 存 字 , 自 

二 行 和 后 二 字 至 五 行 行 十 二 字 和 不 等 , 正 蔬 。 轧 小 五 中 ,五 

否 为 经 目 , 当 属 大 石 前 九 行 ; 四 五 为 记 文 , 当 属 大 石 后 

十 五 行 , 然 文 义 不 能 连贯 。 站 录 大 五 于 前 ,小 五 于 后 。 

小 石 中 又 列 经 目 于 前 , 记 文 于 后。 五 出 星 兰 番 。 

据 此 , 牧 运 回 日 本 时 已 经 断 为 十 块 , 林 知 是 出 土 时 既 已 如 

此 ,还 是 在 长 途 运 给 中 断 列 。 管 更 所 及 ,罗氏 的 录 文 是 途 今 

为 止 唯一 的 录 文 。1937 年 4 月 有 光 社 出 版 的 上 原 芳 太郎 编 

《新 西域 记 》, 随 吉川 小 一 妇 《 支 那 纪 行 ?》 的 发 表 , 刊 出 了 一 帧 

该 碑 的 图 版 (图 有 ) , 文字 只 有 罗 磺 所 说 的 大 石 部 分 [1 此 

后 ,没有 关于 几 和 碑 的 明确 记录 ,上 述 《 新 西域 记 》 着 下 附录 二 

《朝鲜 总 督 府 博 物 馆 中 央 亚 细 亚 发 掘 品目 录 》No.65 号 . 记 

有 “经 堂 笋 , 石 、. 其 他 ,一 ,高 昌国 ,破片 组 合成 一 函 " 1 贤 

疑 所 谓 经 堂 碑 者 , 即 指 前 为 经 目的 这 方 唐 碑 。 又 大正 五 年 

《1916)10 月 工 日 《朝鲜 汇报 》 有 西域 收集 品 在 朝鲜 总 督 府 博 

物 馆 陈 列 的 消息 ,其 中 提 到 “十 碑 ( 喀 吓 和 卓 地 方 捷 

集 )”(' 3 当即 此 碑 。 我 们 希望 将 来 能 在 今天 韩国 汉 域 国立 

【1 ] 图 载 # 新 西域 让? 下 卷 604 一 605 页 加 图 版 第 三 幅 ,. 

! 2 】 同 ( 新 西域 记 3? 附 灵 第 4 现 。 

[3】 见 片 山 章 纵 {t 大 和 敬 探 险 队 关系 记录 拾遗 3 工 ,季刊 东西 变 恩 $15 导 ,1985 

军 ,Mo_1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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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 碑 }》 写 经 功德 图 4 吐鲁番 出 土 武 周 康 居 十 

请 中 央 博 物 馆 中 找到 原 物 

罗氏 录 文 要 较 今 天 我 们 从 图 版 上 所 见 
5 
片 ， 仅 就 大 石 而 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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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 的 字 要 多 ,而 文字 大 体 可 以 信赖 。 罗 录 缺 字 处 只 注 “ 缺 ”， 

今 转 录 如 下 ,并 依 图 版 订正 若 于 文字 ,其 残缺 形状 ,也 按 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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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 中 第 14 行 "日 " 字 , 第 17 行 “ 年 " 字 , 天 " 字 , 原 为 武 周 新 

室 . 另 据 图 版 ,可 订正 第 4 行 罗 录 "“ 插 " 当 为 " 捍 " 字 ,同行 

前 多 水 缺 字 当 层 * 过 " 字 ,第 15 行 和 肾 录 前 二 缺 字 他 为 “ 立 和 名 ” 

二 字 , 第 20 行 网 冰 " 前 "后 三 字 似 为 "对口 途 "。 双 据 下 引 

《 续 占 今 译 经 图 纪 》 ,第 6 行 罗 录 "“ 数 闻 " 当 是 “所 问 " 之 误 。 

圣 于 未 见 图 版 之 九 小 五 , 则 上 只 能 照 录 罗氏 原文 ,并 编 拉 丁字 

母 焉 序 苇 于 前 ， 

A.:( 上 缺 ) 掀 经 ( 缺 ) 陀 办 (和 侧 。 小 石 一 , 存 二 行 , 行 二 

字 ) 

怠 《 上 和 缺 ?相思 ( 缺 ) 口 尚 解 ( 缺 。 小 石 二 , 存 二 行 , 行 二 

字 ) 

C… 人 上 缺 ) 品 时 在 王 ( 缺 } 移 王 陀 罗 ( 缺 ) 经 和 人 所 ( 缺 。 

小 石 三 , 存 三 行 , 行 三 四 字 不 等 ) 

D.( 上 缺 ) 贡 这 希 育 经 转口 { 缺 ) 门 行 檀 波 餐 密 经 ( 缺 ) 经 

章 售 利 厚 性 ( 缺 久 ] 才 大 划分 ( 缺 。 小 石 四 , 存 四 行 , 行 四 五 六 

字 不 等 ) 

E《 上 缺 ) 大 乘 三 ( 缺 ) 著 萨 十 住 经 ( 缺 ) 深 大 回 向 ( 缺 ) 

局 考 须 摩 提 经 基 口 ( 缺 ) 罗 尼 经 若 显 无 ( 缺 ) 佛 痢 ( 缺 ， 小 石 

五 , 存 六 行 , 行 二 字 至 六 字 不 等 ) 

FE 上 缺 ) 刚 ( 缺 ) 五 欧 ( 缺 。 小 石 六 , 存 二 行 , 行 一 字 至 

二 字 》 

C.( 上 缺 ) 迷 津 ( 缺 ) 会 ( 缺 ) 避 (和 缺 。 小 石 七 , 存 三 行 , 行 

一 字 至 二 字 ) 

H.( 上 缺 ) 匡 时 哲人 严 ( 缺 ) 丹 桂 含 芬 青松 5( 缺 ) 言 旋 梓 

第 ( 缺 ) 北 ( 缺 。 小 石 八 , 存 四 行 , 行 一 字 至 六 字 》 
I《 上 缺 ) 都 侵 麦 董 海 ( 缺 ) 扎 五 订 侯 多 十 姓 ( 缺 ?出 列 障 



爱 兹 卜 宅 式 表 豪 ( 缺 ) 勤 求 十 善 远 乘 皇 ( 缺 ) 虽 是 病 而 是 身 终 

无 大 而 无 足 ( 缺 。 小 右 九 , 存 五 行 , 行 五 字 至 十 二 字 ) 

时 然 中 以 看 出 一 些 大 小 石 文字 内 容 间 的 关联 ,但 由 于 

无 原 物 图 版 中 痪 对 照 , 所 以 无 法 作 缘 合 工作 。 

本 厂 前 列 佛 经 日 孙 , 后 记 一 位 康 居 士 出 身 、 写 经 缘 超 及 

功德 ,多 氏 在 《后 录 序 中 定名 为 《 武 周 康 居士 写 经 功德 记 》， 

基 可 取 的 。 从 现存 的 唐人 碑 版 看 , 肇 经 着 有 之 ,更 德 记 更 是 

不 乏 其 例 , 唯 独 这 种 前 抄 经 目 后 写 功 德 的 碑 却 很 少见 ,而 这 

简 佛 经 目录 颇 值 得 琢磨 。 经 月 已 残 , 现 只 把 保存 完好 和 可 

以 据 其 他 文献 复原 者 列 出 ,后 附 译 者 及 其 年 代 , 并 注 该 经 典 

在 4 大 正 新 修 大 藏 经 并 简称 嫉 中 的 编导 。(f  ] 中 为 补 字 ， 

《 ，) 中 系 据 已 知 缺 字 空 格 所 补 , 卷 数 原 为 双 行 小 字 , 故 有 一 

缺 字 格 补 二 字 者 。) 

经 名 郑 数 
阿 告 口 解 十 二 因缘 经 一 着 | 安 共 严 全 

迎 寺 摩 腾 共 法 兰 
十 二 游 [经 一 着 ] 迎 留 院 和 
大 般若 波罗蜜 多 经 六 百 卷 ” “| 玄 瞻 
分 别 缘 [ 起 初 用 法门 经 二 卷 】 | 去 红 
离 折 末 车 萨 所 问 礼 佛法 经 - 卷 | 那 提 
[大 车 萨 ] 茂 经 [ 廿 着 ] 云 半 
马 ( 天 ) 上 口 ( 方 ) 吕 5 广 } 品 (5 佛 ) | 好 下 词 罗 
局 ( 华 )D( 严 ) 经 人 法 界 品 一 卷 

造 塔 功德 经 一 卷 地 婆 词 罗 
天 [法 ] 矩 陀 罗 尼 经 { 廿 卷 ] | 阁 那 凯 多 
[瑜伽 师 ] 地 DT{ 论 ) 口 (一 ) 区 
口 ( 百 卷 ) 

维 识 匡 论 一 卷 支 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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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 名 卷 数 年 代 | 大 正 藏 
辩 中 边 沦 一 - 郑 唐 T.I600 

品类 足 论 十 八 着 唐 了 . 1s42 

集 异 门 [ 足 论 半 着 ] 
大 股 强 紫 经 后 分 二 卷 ”| 若 慎 践 陀 罗 

良 | T.1536 氏 
了 -377 

宝 雨 经 十 口 (着 ) 
十 
了 .660 

&.[ 太 子 莫 ] 魄 经 -~ 着 T.1077 人 

解 [ 深 密 经 五 卷 ] 

5. 仁 王 [般若 波罗蜜 经 二 着 ] | 坞 摩 罗 什 

( 孔 ] 党 所 陀 罗 [ 尼 咒 经 二 卷 ) | 信人 获 罗 
人 所 [从 来 经 一 着 ] 二 

D. 基 这 希 有 经 口 { 一 ) 眷 

[二 切 施 癌 (村 ) 行 入 波罗蜜 经 
| 舍利 弗 侮 { 过 经 -~ 着] 

大 悲 分 { 陀 利 经 八 着 ] 
E. 大 乘 三 [ 聚 三 什 悔 经 ] 

莹 萨 十 住 经 [一 着 ] 
[其 ] 谋 大 回 向 [经 一 卷 ] 
须 摩 提 经 一 卷 

佛 临 ! 涅 埋 记 法 住 经 一 卷 ] 

以 上 所 列 , 除 几 种 早期 译 经 外 ,大 多数 是 隋唐 译 鞭 ,万 

其 以 玄 装 (600 一 664) 的 译本 为 多 ,但 更 值得 注意 的 是 玄 装 

| 

旺 先 [ 边 佛 十 功 德 经 一 卷 】 

| 

| 

| 以 后 的 译 经 , 今 略 考 如 下 。 

沙门 那 担 , 唐 号 福生 ,本 中 印度 人 

《663) 还 返 旧 寺 ( 枇 恩 寺 ), 所 惠 诸 经 并 为 装 将 北 出 , 意 

智 升 扎 于 开元 庚午 (730) 的 《 续 十 今 译 经 图 纪 》 所 记 比 

较 集 中 , 且 时 间 较 早 , 今 疆 相 关 部 分 如 下 : 

龙 闭 三 年 



欲 翻 度 , 莫 有 依 任 ,内 译 世 师 子 庄 严 王 贰 了 萨 请 问 既 》 一 

卷 . 离 撕 大 莹 萨 所 问 礼 僻 法 经 》 一 卷 . 阿 是 那 智 办 经 》 

一 卷 , 凡 三 部 三 郑 。 

沙门 若 那 器 吡 罗 , 唐 云 符 贤 ,再 海 波 凌 国 人 也 ，, 羡 

三 藏 学 。 往 者 亏 德 年 中 (664 一 665), 瘟 府 成 都 沙门 会 

宁 微 游 天 竺 ,观礼 圣 迹 。 和 未 船 西 逝 , 路 经 波 玻 国 , 遂 闪 

智 贤 译 4 大 最 涅 肾 经 茶 毗 分 》 一 部 二 卷 , 害 经 达 于 变 州 。 

会 守 方 立 天 符 ,， 后 至 八 凤 年 初 (676) ,交州 都 督 沫 难 收 

法 使 附 经 入 京 。 三 年 皮 实 (678), 大 慈恩 寺 沙门 灵 会 于 

东宫 己 请 施行 。 

水 门 奸 鳌 词 罗 , 唐 言 日 申 , 中 印度 人 。 以 天 和 皇 

仪 质 禄 于 天 后 垂 拱 末 1676--688) ,于 两 京 一 一 东京 太 

原 寺 及 西京 弘 福 寺 ，, 译 …… 必 大 方 广 佛 花 严 妈 续 入 活 界 

阳 》 一 卷 …… 必 造 塔 功德 经 》 一 着 天 后 素 琢 者 萍 , 制 

沙门 若 提 流 志 ，, 本 名 达 磋 流 支 , 周 言 法 希 , 天 后 改 

为 普 提 流 志 , 计 云 觉 爱 , 南 印度 人 ……- 敬 天 后 生 极 , 方 

赴 帝 京 ,以 长 寿 二 年 八 已 (693) 创 达 和 都 昌 。 部 以 其 年 于 

佛 授 记 寺 译 《4 宝 雨 经 ?》 一 部 十 卷 ,中 印度 王 使 沙门 楚 靡 

同 宣 林 本 。[1 

据 此 ,上 列 经 是 中 的 《 离 拍 慧 善 萨 所 问 礼 佛法 经 y》《 大 般 浊 

加 经 后 分 和 《大 方 广 便 花 严 经 人 法 界 操 ?》《 造 塔 功德 经 》 和 

《 宝 雨 经 》, 者 是 高 宗武 后 时 才 译 出 的 ,最 上 晚 者 为 693 年 所 出 

《 宝 两 经 ?。 

【1 《天 让 藏 ?第 五 十 五 蠢 ,368 .37]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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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般 来 讲 , 写 有 武 周 新 字 的 碎 锁 都 是 新 字 颁 行 的 天 授 

元 年 (690) 至 神龙 元 年 (705) 间 刻 成 的 [ 世 《 赔 居士 写 经 功 

德 记 》 用 武 周 新 字 ， 则 也 当 写 于 这 靶 间 。 从 其 著录 《 宝 两 

经 ), 又 可 限定 在 693 年 以 后 。 康 居士 在 武 周 时 期 发 心 要 写 

这 样 一 指 佛 上 典 , 其 中 最 新 译 出 的 《 宝 两 经》 至 堪 鼎 目 。 

《 宝 十 经 ?的 详 册 并 非 偶然 , 它 是 武后 革 唐 为 周 的 政治 

运动 中 的 一 环 。 过 去 人 们 比较 注意 武后 利用 《大 去 经 ?土台 

一 事 , 国 为 《上 昌 唐 书 》 卷 六 《 则 天 皇后 本 纪 》 记 :“ 有 沙门 十 人 

盆 所 fk 大 云 经 》, 表 上 之 ,感言 神 皇 受命 之 事 。 制 昭 于 天 下 ， 

令 诸 州 各 置 厌 坪 寺 ,总 度 僧 千 人 。 所 以 常 以 为 武后 利用 《大 

云 经 》 为 其 以 安身 治 天 下 制造 政治 宣传 (124 其实,《 宝 雨 

经 ?的 翻译 ,也 起 着 同样 的 作用 。 意 大 利 学 者 富安 部 (An- 

(1】 见 时 虽 燥 , 柯 具 油 5 语 石河 厂 异同 评 ?. 北 京 中 华 书 局 ,1954 年 ,24 一 25.35 

责 ; 钞 京 苞 具 召 刻 论 武 后 立 宗 教 倩 入?, 屎 迁 莹 集 林 : 史 杯 ?》, 香 浇 中 华 书局 ， 

1]982 年 ,606 一 0609 下。 和 仿 ,个 别 较 此 钙 限 为 的 敦煌 立 书 征用 武 周 新 字 ,但 

大 都 二 是 通常 使 用 的 “年 " “月 "日 天 ”等 训 ., 见 ]. PP， Brage, “Tes 

saractirea 中 pi inmpkratrioe WO Zetiaa tana jes manzacriis de Danhnang 寺 de Tur- 

no”，Becm de 站 Epoie Franeaipe 可 Ertrane 一 firieni ,11984 ,pp.339 - 3541 

王 三 庆 《 教 灯 写 着 中 武后 新 字 之 调查 研究 》,《 汉 学 研究 ?第 4 卷 第 2 期. 

1] 的 6 年 ,437 一 464 开 。 有 关 武 隔 新 字 的 讨论 ,还 请 参看 党 航天 定 《 坛 周 新 字 

太一 研究 ?东方 党 报 困 东京 ) 第 和 册 ,1936 年 542 页 ji 莉 作 守 与 士 恒 佘 

{ 唐 武后 敢 字 考 》,《 中 央 研 究 院 历 史 语 言 研 究 所 入 刊 ?第 了 4 本 ,1963 年 ， 

44 盖 - 隔 页 ;入 安 昌 g 认 院 草 拓 林 探 寺 惑 则 天 造 字 ?《 故 富 博 特 院 院 刊 》 

1983 年 第 4 期 ,30 一 38 下 ;加 作 者 kt 关于 武则天 得 字 的 误 识 与 结构 》 ,同上 刊 

物 1984 年 第 4 期 ,84 一 20 页 ; 张 助 嫁 《 武 揣 新 字 研 究 ?, 古 立 献 论 欠 》, 巴 霸 

书 手 ,1988 年 ,53 一 119 页 。 

{2] 王 同 维 & 大 匹 经 硫 号 ), 攻 甸 福 甘 编 《 强 州 文 录 补 》，,1924 年 ,时 -- 吊 ,收入 

《更 掌 焦 林 ?部 二 一 及 王 重 馈 编 《敦煌 古籍 人知 冰 ,北京 ,1958 年 ,269 一 270 

页 ,又 陈 郊 恪 武 台 与 佛教 》 ,中央 研究 院 近 中 语 这 研究 所 华 刊 》 第 本， 

1935 年 .137 一 147 页 , 收 人 (人 金 表 馆 愉 稿 一 编 ?》, 工 竹 古 轩 出 版 社 .4980 秆 ， 

137 一 15s 页 。 



tonino Forte) 在 4 七 世纪 未 中 国 的 政治 宜 传 与 意识 形态 》 一 上 

中 , 揭 出 武后 扎 4 大 周 新 译 大 方 广 佛 华 严 经 序 ? 所 云 “ 胀 台 

劫 植 因 , 忠 形 佛 记 。 人 金山 降 骨 发 大 六》 之 偶 先 彰 ; 玉 雇 氢 祥 ， 

《 宝 坪 } 之 文 后 及 。 措 出 两 者 同等 的 重要 性 。 他 还 在 俞 正 赤 

《全 已 在 稿 》 以 来 研究 论 某 的 基础 上 ,指出 & 宝 雨 经 》 译 文中 

的 窗 人 种 附 吉成 分 111 陈寅恪 先生 在 《 武 碘 与 佛教 》 一 文 

中 指出 :“ 今 取 敦 煌 残 本 ( 指 《 大 云 经 玻 》), 即 当时 颁 行 天 下 

以 为 受命 符 识 之 原本 。 事 实 上 ,新 译 4 宝 两 经 ?也 同样 短 行 

到 地 方 。 现 知 & 宝 十 经 ?写本 共产 件 ,可 分 三 组 : 

一) 英国 赂 书馆 藏 斯 坦 央 敦煌 所 获 S.2278 号 ,为 《 佛 

说 宝 雨 经 》 郑 第 妃 , 有 长 寿 二 年 (693) 译 场 列 位 及 证 圣 元 年 

《695) 四 月 八 日 检 和 校勘 授 记 (2 又 ,北京 图 书馆 藏 李 26. 李 

31 为 卷 一 残 卷 ,3S.7418 为 卷 三 残 卷 。 这些 应 是 颁 到 钞 州 的 

写本 残 卷 。 

二) 德国 印度 艺术 博物 馆藏 此 和 鲁 番 与 乌 钼 本 齐 间 一 中 

址 出 土 的 MIK II- 113 号 ,为 《 佛 说 宝 雨 经 》 卷 第 二 ,有 长 寿 

二 年 译 场 列 位 (31 这 应 是 颂 行 到 西 州 的 写本 残 卷 。 

(三 ) 上 月 本 东 大 寺 圣 语 茂 所 藏 日 本 传世 写 经 ,也 有 《 佛 说 

室 雨 经 }》 卷 第 二 , 亦 有 长 寿 二 年 译 场 列 位 [4 这 应 当 抄 自 

原 舌 到 唐 搂 某 地 的 写 经 。 三 件 写本 均 用 武 周 新 字 , 写 经 格 

式 基 本 一 敏 , 译 场 列 位 大 体 相 同 , 今 引 正 仓 院 本 相关 部 分 

【 虐 】 下. Forte，Poltitiead Propagage and Fleaiogy h it 二 ie Ed 人 he Senenme 

人 erary，MNempoli 1976 ,pp.125 -136- 

【2] Forte，o，cfu . ，pp.1371 -176.pla. XXXIE- XXX 池 几 渴 《中国 太 化 写本 识 

语 梨 永 》 .东京 .1990 年 ,240 一 241 页 .No.666 ,图 拘 。 

【3]】 4 吐 稍 番 占 写 本 殿 ?No.5 所 芭 图 版 及 钙 说 { 池 田 温 执笔 ), 永 京 朝日 新 闻 守 ， 

1990 年 。 

【4】 独力 渤 gb 轩 太 找 叶 本 识 语 集 录 》,237 一 233 页 ,No.659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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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 下 : 

尚方 监 许 臣 李 寅 蕉 装 ( 英 藏 本 富 作 审 , 德 疲 本 扎 

些 行 ) 

鹿 合 构 书 令 吕 思 杜 大 宣 写 ( 黄 、 德 藏 本 缺 此 行 ) 

专 当 典 并 写 岂 台 楷 书 念 史 蕊 徐 无 处 

专 淄 使 文 林 郎 守 左 电 卫 二 府 兵 曹参 军 臣 傅 守 真 

救 检 入 翻 经 使 农 司 宾 和 村 符 史 赵 轴 秦 

巩 检 核 翻 经 使 司 宾 村 了 录 事 报 对 了 寂 承 辟 

由 此 可 知 ,这 是 唐 需 的 官 廷 写 经 ,它们 很 快 就 被 送 到 唐 朝 地 

方 各 谢 。 康 屏 土 在 所 拟 抄 卫 的 佛 几 日 孙 最 后 , 列 上 了 《 富 雨 

经 ?名 ,表明 这 是 他 最 后 得 到 曾 准备 转 抄 的 。 

据 碑 文中 所 说 “或 组 过 捷 , 拂 龙 剑 而 霸 挥 。 总 昔 捍 而 

隆 茶 , 归 汉 朝 历 器 宕 . 爱 效 下 和 宅 , 式 表 豪 站 "“ 即 以 高 局 误 

各", 知 这 位 康 居士 原 是 西域 妥 武 萎 媳 之 康 国 贵族 .后 来 中 

国 , 而 为 高 昌 人 志 。 他 写 经 的 缘起 ,似乎 直接 的 原 困 是 "“ 方 

期 展 老 百年 ,共识 移 天 之 义 "的 夫人 不 幸 直 世 。 但 他 要 缮 生 

包括 六 百 卷 的 4 大 般若 波 罗 审 多 经 》 和 新 译 的 十 卷 4《 宝 出 经 》 

等 这 样 一 大 批 经 论 ,似乎 表明 此 次 写 经 并 非 他 个 人 的 事业 ， 

而 有 更 为 识 刻 的 原因 在 内 。 

武后 代 助 佛教 来 为 她 的 上 台 造 盟 论 ,佛教 僧 众 当然 最 

为 高 兴 , 这 实际 上 关 涉 到 佛 道 间 的 斗争 。 载 初 二 年 (690) 夏 

四 月 ， 令 释 孝 在 道 法 之 上 ,人 备 尼 处 道 二 女 冠 之 前 "1 佛教 

取得 了 自 唐 初 以 来 的 首次 胜利 。 在 唐 朝 前 期 , 佛 道 论 衡 与 

[111 &IH 唐 节 》 郑 头 & 则 天 皇后 村 纪 》。 



华 考 分别 之 论 一 直 是 相互 关联 的 ,武后 升 释 教 在 道 法 之 上 ， 

并 不 等 于 说 忒 现在 华夏 之 上 ,但 对 于 同 是 外 来 户 的 四 才 蕃 

人 来 说 ,.- 定 受 旬 比 此 前 更 客 的 芍 舞 。 我 们 可 以 从 武 周 建 

立时 中 央 利 地 方 上 的 胡 大 动 向 上 看 出 这 - :点 。 

过 去 人 们 常 举 武 周 造 天 枢 事 , 米 说 明 波 斯 人 阿 罗 城 和 

高 遇 人 水 献 诚 在 其 中 所 起 的 作用 1 此 事 的 精 是 最 能 说 

明 武 辕 政 权 与 在 华 胡 人 关系 的 事例 ,文献 中 客 有 记载 ,以 下 

先 引 用 叙述 比较 明晰 的 《 资 治 通 鉴 》, 并 用 其 他 书 做 补充 , 然 

后 把 相关 的 石刻 史料 镁 孙 于 下 : 

《 资 治 通 鉴 》 卷 二 吕 五 则 天 后 延 载 元 年 (694)} 作 月 条 记 : 

起 三 轧 帅 四 织 昔 长 请 铜 铁 为 天 抠 , 立 于 端 门 之 

外 ,多 纪 功 德 , 蜗 唐 领 半 ; 以 姚 平 为 督 作 使 。 诸 胡 聚 钱 

下 万 忆 :, 基 铜 铁 生 能 站 , 赋 民 间 农 器 以 足 之 。 

同 书 同 卷 天 册 万 岁 元 年 (695) 续 记 ; 

夏 四 月 ,天 报 成 ,高 一 百 五 尺 , 径 十 二 凡 , 八 面 , 各 

径 五 尺 , 下 为 铁 山 , 周 百 七 十 及 ,以 铀 为 邵 龙 蛮 鹿 莹 绕 

之 ;上 为 踊 云 承 露 盘 . 径 三 支 ,四 龙 人 立 搓 火 珠 , 高 -- 

天。 工人 老 闭 胃 造 模 , 武 三 思 为 文 , 刻 百 官 及 四 顽 商 长 

[ 1]】 影 和 型 朵 # 遇 教 社 阿 罗 朵 为 武则天 皇后 莫 造 宦 德 天 枢 考 3》.& 唐 元 二 代 之 景 

教 y ,和 表 江 ,1966 年 ;能 宗 顾 4 从 石 封 论 蕊 后 之 宗教 信人 》.600 一 601 页 :4- 

Forte， 必 imgtaR td 旦 ciEDpies Fr he stiory 时 届 e Mrnnonaica 三 lor 天、 

了 Re Topieer，Sinfre na rntrY pere Construrted 币 间 mapress RH ，RFRorma and 

Paris 1983、ph- 233 -了 各 ，idenm “On the So calletl 各 brahan fron Persia， 和 上 

CosP maEED iciotity”， 已 ，Palion， 卫 ”inaeriptior mesitoritnne 三 导 - Wean ， 

EL with spPpierments by 和 站，Fone， 丽 yuto and bris ]996， 吕 .394 一 39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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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 ,太后 自 书 其 榜 折 "大 冉 万 国 颂 德 天 枢 ”1 1 

端 门 是 洛阳 皇 城 正 南 门 ,是 全 上 左 官 民 最 赛 易 看 到 的 一 处 显 

要 之 地 。 刘 肃 人 大 唐 新 语 ?fF “和 车 天 枢 于 定 遇 门 ”, 误 。 但 4 大 

声 新 语 ? 却 告诉 我 们 ,天 枢 的 建立 ， 并 番 客 胡 商 聚 钱 百 万 亿 

所 成 "4 表明 鲁 物 都 是 来 自 番 客商 胡 。 而 且 , 据 此 我 们 知 

道 “ 诸 胡 " 当 中 .也 有 商 胡 . 则 聚 齐 百 万 亿 钱 是 不 无 可 能 的 。 

制造 天 枢 异 型 的 毛 效 罗 ,从 其 名 字 来 看 , 绎 然 是 骨 人 ， 

或 以 为 昆 印 度 蕃 客 (3 张 彦 远 & 历 代 名 面 记 ? 卷 二 记 系 都 

党 阳 驹 爱 寺 讲 堂 内 ,有 “天 后 ( 即 武后 ) 大 香炉 , 叉 大 金 钢 香 

入 ( 原 注 : 毛 婆 罗 样 ) 7。 癌 书卷 刀 " 吴 道 女 "条 注 提 到 善于 雕 

盟 的 人 时 党 天 后 时 , 沿 方 簿 密 弘 果 . 毛 靶 岁 …… 尼 巧 绝 过 

人 人 。 知 毛 汛 罗 旦 武 周 时 供职 尚方 监 ( 唐 少 府 监 》 的 胡 人 , 善 

于 模 衣 ,敬爱 大 的 大 金 钢 香炉 也 是 他 做 的 模型 。 

洛 扫 出 二 《大 唐 故 波斯 国 大 酋长 右 屯 卫 将 军 上 柱 苇 金 

城 郡 开国 公 波 斯 勿 ( 阿 罗 慷 ) 丘 之 铭记 入 飞 为 则 天 大 尘 皇 

后 召 请 花王 ,建造 天 枢 , 及 诸 军功 , 非 其 一 也 。 :44 表明 这 

位 在 华 的 诈 斯 大 首领 阿 罗 憾 , 曾 低 充当 站 集 夯 于 的 工作 。 

洛 阴 出 土 的 另 一 方 墓志 《大 局 故 左 卫 将 军 右 济 林 玉 上 

下 上 和 桩 国 + 夯 公 泉 姓 ( 献 诚 ) 幕 志 铬 3? 称 “天 授 二 年 二 月 . 奉 

救 充 检 校 天 杠 子 来 使 , 兼 于 玄武 北 门 押运 大 仪 铜 等 事 。 未 

毕 ,会 关 跨 来 俊 钻 生 弄 者 狱 , 博 播 左 势 ,万 密 于 公 处 求 金 出 

[1 有 旧 唐 书 3 着 六 《 划 天 皇后 本 纪 》《 靳 唐 节 $ 者 吗 则 天 生硬 本 绍 》. 着 -起 六 《下 

岂 天 振 后 传 3 所 记 畴 同 。 

[2 】 区 多 t 本 平 六 记 )? 着 一 芋 六 “ 则 天 后 "条 。 

(3 轴 背 林 《& 景 教皇 阿 男 幅 为 起 出 天 皇后 营造 舌 德 -天 棋 : 性 》,59 页 ， 

T4】 局 络 良 编 4 唐 代 幕 起 汇编 ?, 上 诲 古籍 出 版 村 ,j992 第.1116 页, 



宝物 。 公 恶 以 贿 谈 ,村 而 不 许 。 铀 诬 隐 他 罪 , 卒 以 非 

命 。 "0 说 明 人 唐 的 高 丽 武将 泉 献 诚 ,也 是 建造 天 枢 的 负 

责 人 之 一 。 头 概 正 是 他 手中 握 有 太 量 商 胡 贡献 的 金钱 .所 

志 来 俱 臣 才 向 他 索要 金 息 宝物 ,不 得 偿 而 陷害 之 。 

由 此 可 知 , 蕊 崩 天 枢 的 建造 ,不仅 表 了 明 六 万 国 翁 德 "的 

避 世 景象 ,而 旦 涪 明 了 当时 的 四 丙 藉 大 对 起 周 政 权 的 大 三 

支持 。 

建造 天 框 ,应 当 只 赴 胡 人 福 持 武 疝 政 祝 有 的 表象 之 一 。 

高 宗武 则 天 乾 陵 前 面 竖立 的 六 十 一 蓝 芋 像 ,应 当 是 高 宗武 

则 夫 时 曾经 供奉 朝 竺 的 胡 族 文臣 武将 或 臣服 的 外 医 国 王 首 

领 ,他 们 扶手 而 立 , 也 是 武 周 政 权 与 二 人 岂 切 关系 的 反映 。 

在 地 方 上 , 胡 人 也 网 样 对 武 周 政权 表现 出 积极 的 态 麻 。 

就 鼻 出 P.2005 证 州 图 经 ) 疮 三 “十 祥 珊 " 条 记 : 

日 氮 光 ” 庆 云 

右 大 周 天 授 二 年 (690) 冬 至 日 ,得 支 庆 、 嵌 抗 等 状 

称 ; 今日 答 至 印 时 ,有 五 色 云 扶 日 , 阅 一 到 双 上 。 其 时 

大 骨 , 大 授 ( 校 ) 一 倍 以 上 。 比 吝 必 时 , 复 有 五 色 云 ,在 

日 四 巡 艳 上 日 ,光彩 其 ( 甚 ) 鲜 。 兄 在 宫 人 百姓 等 间 见 , 咸 

以 为 圣 神 皇帝 陛下 受命 之 符 。 刺 史 李 无 亏 表 奏 多 入 检 

《 瑞 应 溯 小 电 :圣人 在 上 ,日 有 大 光 , 天 下 和 平 。 久 上 日 :天 

子 孝 则 景 云 出 游 。 有 人 从 已 西 . 己 北 . 已 东 来 者 咸 云 : 

诸 处 数 日 , 齐 总 见 五 色 云 抱 虽 7 

萍 昌 海 五 色 

右 大 半天 授 二 年 腊月 ,得 五 颖 镇 将 康 拂 航 鞍 弟 好 

[【 1 ， 恤 唐 代 蒜 志 沪 编 ?.985 责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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黎 2]8 

合 拨 状 称 :" 其 萍 昌 海 水 , 旧 来 浊 黑 温床。 自从 六 月 已 
来 ,水 清明 彻 ( 澈 ) 底 ,其 水 五 色 。 得 老人 及 天 色 歼 田 门 

云 :中 国有 圣 天 子 , 海 水 路 清 无 波 , 奴 身 等 欢乐 , 望 请 麦 
圣人 知 老 u" 刺 史 李 无 气 表 云 :“ 淮 ( 准 ) 海 水 五 色 , 大 瑞 。 
谨 检 《 瑞 点 图 》《 礼 斗 威仪 》 日 :人潮 和 土 而 王 , 共 政大 
平 , 则 河 便 ( 灌 ) 海 丙 也 。 天 应 魏 国 当 涂 之 当 , 明 土 德 之 
昌 。" (11 

这 里 的 支 庆 , 当 是 小 月 氏 后 裔 而 定居 敦煌 者 325 而 康 拂 航 

延 第 地 含 拨 , 则 无 疑 是 贞观 年 间 称 居 罗 布 泊 地 区 的 康 国 大 

首领 康 艳 典 的 后 人 31 训 煌 、 部 善 两 地 的 胡 人 不 约 而 同 地 

以 祥瑞 来 为 武 语 登 极 唱 倾 歌 , 似乎 不 是 偶然 的 巧合 ,而 是 玫 

更 了 当时 衣 人 对 武 周 政权 的 态度 。《 图 经 》 卷 三 最 后 的 《 歌 

谣 ? 踢 道 ， 

谁 其 下 武 ,圣母 神 皇 。 物 斯 九族 ,银币 四 方 。 

黄山 海水 , 薄 海 沙场 ,地 邻 获 服 , 家 接 浑 乡 。 昔 年 

寇 盗 , 禾 考 调 ( 凋 ) 伤 。 四 人 优优 ( 扰 扰 ) ,百姓 思 下 。 圣 

人 哀 过 , 喝 以 惟 良 。 既 抚 既 育 ,或 引 或 将 。 营 麻 单 裤 ， 

今日 重 澳 。 春 兰 秋 菊 ,无 绝 斯 芳 。 

右上 唐 载 初 元 年 四 月 风俗 使 于 百姓 间 采 得 前 件 歌 

录 立 抑 池 田 沈 《 串 州 联 经 财 考 》$ 光 大 了 间 土 还 历 记念 东洋 虫 论 姑 3, 东京 ,山川 

出 版 社 ,1975 年 ,BO 一 RE 页。 交 字 校正 见 李 正 字 《 古 本 敦煌 乡土 赤 从 种 黎 

证 3》, 昔 北 新 文 丰 出 版 公司 ,1998 年 ,34- 一 35 了 页。 

基于 部 烧 的 克 姓 人 , 扼 看 闪 新 红 《 小 月 氏 汝 3》 中 亚 学 刊 4 第 3 糙 ,1990 年， 

357 和 页- 

伯 需 和 & 示 州都 簿 只 图 经 及 芋 虽 诲 之 康 居 查 落 》, 二 二 钧 译 莽 《西域 南 竹 史 

此 考 王 详 几 七 编 $, 牙 京 ,中华 市 局 ,1957 年 :27 一 238 页。 



请 , 具 关 上 旋 1 

这 征 章 议 杂 居 的 敦 焊 百 姓 的 心声 ,他 们 希望 新 政权 能 带 来 

桩 福 。 

各 昌 “ 右 接 划 山 , 却 邻 犹 海 ”, 与 敦煌 一 样 , 也 是 胡 汉 过 

居 之 地 。 四 人 百姓 ,同样 希望 帝 主 能 够 给 以 福 佑 。# 康 居士 

写 经 功德 记 ;} 中 的 思想 是 和 敦煌 歌 请 一 致 的 ,而 这 位 康 居 士 

发 心 缮 写 武 周 政权 的 政治 宣传 品 《 宝 雨 经 》. 正 是 西 州 当 地 

彰 人 支持 武 周 政 权 的 反映 。 我 们 之 所 以 这 样 说 ,原因 之 一 

是 认为 这 位 康 居士 应 是 当地 胡 人 的 代表 人 物 。 吐 外 番 地 区 

自 六 世纪 以 来 就 有 票 特 胡 人 著 籍 定居 ,其 中 以 康 . 史 二 姓 最 

多 。 

唐 西 州 高 苦 县 之 崇 化 乡 , 据 考 即 主要 由 九 姓 胡 人 组 

成 [21 聚 特 人 善于 经 商 , 所 以 有 些 人 源 靳 地 在 当地 有 了 一 

定 的 经 济 实力 和 社会 地 位 . 吐 鲁 亚 文书 中 有 名 为 “ 康 寺 "” 的 

家 寺 ,是 栗 特 大 姓 所 立 的 家 寺 , 表 明康 姓 中 早 就 有 富有 实力 

的 家 族 放弃 票 特 传 统 的 只 教 ,而 艇 依 了 佛教 。 康 居士 出 身 

贵 崩 , 碑 中 说 他 ”器 义 依 人 大 , 廊 扬 是 任 ";“ 系 诚 中 道 , 涤 想 外 

机 ” ,是 颂 释 兼 通 的 十 人 ,他 当然 通晓 本 民族 的 语言 文字 ,而 

且 也 有 相 洁 的 汉文 化 水 准 , 因 此 可 以 说 是 西 州 毅 人 的 代表 

人 物 。 试 想 当 时 在 西 州 城中 立 这 样 一 个 大 碑 , 公 开 宣 称 要 

[ 1】 籽 困 温 《 阔 州 图 经 略 考 》,82- 一 84 页 ; 李 正 宁 《 直 本 敦煌 多 士 志 失 种 得 证 ?， 
36,.37 豆 。 戎 看 周 绍 息 先 生 《 计 ( 沙 州 图 经 > 卷 》,《 教 迷 研 究 $1987 年 第 2 期 ， 
27 一 33 页 ; 收 人 作者 & 侣 址 文学 生 议 用 其 它 ?, 台 北新 文 趟 出 版 公司 ,1992 
年 ,183 一 197 页 。 

[ 2 ]】 关于 吐 痊 番 的 灭 特 人 , 详 抑 姜 伯 凌 《 邢 析 吐 生 番 文 书 与 丝 钙 之 路 》. 北 京 , 文 
特 出 版 社 , 1994 年 , 154 一 18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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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写 4 宝 雨 经 # 洛 等 许多 佛 由 ,没有 势力 十 办 不 到 的 ,没有 窒 

府 的 许可 也 是 不 可 能 的 , 康 局 上 的 行动 是 胃 大 为 现 政权 增 

光 的 表现 ,当然 会 得 到 西 州 官府 的 赞赏 。 

因为 人 条文 前 残 ,我们 不 知道 康 居 十 为 什么 选择 这 些 佛 

经 来 抄 与 。 已 知 的 佛 生效 为 早期 经 典 和 唐 朝 新 译 经 论 , 前 

者 经 本 易 朱 ,上 后 者 可 能 一 时 尚 难 流 传 到 边 杜 ,因此 我 们 猜想 

康 居 上 之 所 以 写 这 样 - 些 经 典 , 旧 的 是 为 西 州 某 夺 补充 大 

藏 所 缺 , 而 这 个 寺院 很 可 能 是 西 州 官 才 一 一 大 云 夺 (4 

然而 ,要 抄写 包括 从 目 卷 4 大 般若 滤 网 客 经 ?在 内 的 

这 样 一 大 批 蚀 经 ,并非 易 事 。 康 居士 尽管 有 钱 有 势 , 丽 怕 一 

时 也 难 克 成 。 可 以 设想 ,如果 这 样 一 大 批 志 典 抄 写 完 成 ,应 

当 是 西 州 大 藏 的 重要 组 成 部 分 。 犁 干 九 世纪 未 以 来 各 国 的 

考 训 纵 在 旺 鲁 一 发 据 记 不 少 佛 虹 断 片 .其 中 或 诈 有 其 遗物 。 

为 此 ,笔者 检索 了 已 刊 的 原 东 柏林 德国 科学 院 藏 卷 、 英 国医 

书馆 藏 卷 ,大谷 收 集 品 、 黄 文 颖 收集 品 .日 本 出 口 常 顺 藏 着 

以 及 未 州 的 德国 国家 图 书馆 .日 本 静 嘉 党 文库 藏 着 等 吐 鲁 

番 写 卷 , 除 有 一 些 4 天 般若 波罗蜜 多 经 》 的 唐 朝 写 本 外 ,几乎 

不 见 上 列 目 录 中 的 佛经 抄本 (25 由 此 看 来 , 康 居士 似 没 能 

完成 他 的 宏 愿 ,也 可 能 是 碑 立 于 臣 周 未 年 ,起 周一 去 ,时 过 

T1] 已 经 出 天 的 吐鲁番 误 书 中 设 有 见 到 “天 云 寺 " 和 名 , 乱 要 小田 尽 久 过 西 州 佛寺 

考 # ,二 谷中 坛 ? 第 93 对 导 ,1989 年 ,1 一 43 页。 担 作 为 朝 迁 教 令 建立 的 官 

和 寺 , 西 州 世 应 当 和 教 壕 ,于 网. 碎 叶 等 地 一 样 . 建 有 关 云 村。 

【2]】 亏 看 全 ,Sehmif 品 T.Thilo， Ratajasg chinesiscRer budakihriscjer Taoamertte IT， 

Bedin 1935; 工 ，Bedin 1985: 时 .Mapero，Fer docurmenrs cfanoir 如 了 irpisianae 

expealitior ce Si drel Sieim en dsie Centrqlse ，London 19531 辑 锋 《 斯 坦 因 第 三 次 

中 亚 探 险 所 获 甘 肃 新 疆 出 二 汉文 京 书 -一 未 经 马 斯 人 乐 刊 布 的 部 分 》, 甘 

赴 人 民 出 版 社 ,1993 年 ; 井 之 口 泰 浮 《 西 域 出 土 佛 典 之 研究 》, 京 都 法 藏 馆 ， 
1980 华 : 小 田 习 灰 《 妇 谷 立 书 侯 成 ?种 代 卷 , 法 蕊 馆 ,1984 .1990 年 ;成 文弱 

吐 芋 研 考 古 记 ?北京 ,1957 年 ; 责 枝 几 编 《南昌 殊 影 》, 京 都 .1980 年 。 



境 迁 , 写 经 而 为 武 氏 领 的 事 也 就 扬 轩 一边。 在 大 谷 探险 队 

的 收集 品 中 ,有 得 自 旺 峪 沟 的 一 件 写 经 古 签 ,上 题 “ 康 家 一 

切 经 ”(11, 或 许 是 这 次 写 经 活动 留 下 的 一 点 成 迹 。 但 这 件 

残片 与 石碑 非 出 一 处 ,县 吐鲁番 地 区 康 姓 人 不 在 少数 ,日 前 

还 很 难说 这 个 经 签 就 是 属于 康 居士 的 。 

《 武 周 康 居 士 写 经 功德 记 # 虽 然 残缺 较 甚 ,但 仍 为 我 们 

考察 武 周 政 权 建 立 过 程 中 胡 人 的 作用 ,中 央 与 地 方 的 关系 ， 

吐鲁番 当地 佛 者 的 状况 ,以 及 桶 特 人 的 佛教 信仰 等 问题 , 提 

供 了 珍贵 的 素材 。 限 于 篇 幅 ,本 文 在 整理 碑文 的 基础 上 ,着 

重 抱 讨 了 武 周 政 权 与 衣 人 的 关系 问题 ,以 补 前 人 志 论 武 周 

史 事 之 未 备 。 至 于 其 他 几 点 , 别 详 他 文 。 

( 原 载 { 民 大 史学 ?第 ] 期 ,1996 年 ) 

【1] 《西域 出 土 俐 典 之 研究 》, 图 琶 DOCXTX 册 究 几 ,14 页 。 

和 TERRY 

221 入 



安 禄 出 的 种 族 与 宗教 信 仲 

关于 安神 山 的 种 族 , 早 在 1925 年 , 柔 原 哮 藏 氏 就 根据 

姚 汶 能 的 《 安 禄 山 事迹 》, 认 为 是 康 国 出 身 的 票 特 人 [1 向 

还 先生 著 《 唐 代 长 安 与 西域 文明 》, 肯 定 了 这 种 看 法 021 陈 

实 人 恪 先 生 更 进 -- 步 指出 ,所谓 “杂种 朝 " ,大 多 数 情况 下 是 指 

九 姓 票 特 胡 人 【34 1955 年 ,王立 本 (Rdwin GPalleyblank ) 

出 版 4 安神 出 叛乱 的 背景 》 一 : 书 , 从 姓名 .来 源 等 方面 ,详细 

论证 了 安 禄 山 是 生活 在 漠 北 突厥 证 国内 部 的 票 特 人 安 延 翁 

的 玫 子 。 他 不 同意 安神 山本 姓 康 的 说 法 ,强调 他 可 能 是 从 

六 间 州 而 进 人 漠 北 的 票 特 人 。 开 元 初 , 突破 内 乱 ,其 父 亡 ， 

与 其 叔 安 波 注 二 子 浊 亡 人 唐 44]1 至 此 ,安神 山 之 为 票 特 人 

[1] 又 原 获 藏 《 隐 唐 时 代 人 2 支 于 仁 来 住 LL 关 西域 太志 就 小 芯 3. 内 及 博 上 还 历 

记念 支那 学 论 3 ,东京 ,1926 年 ,624--626 页 。 

了 2】 原 为 4 于 和 京 学 报 ? 震 导 二 ,北京 ,1933 年 ,14 页 ,30 页 注 [36]5 后 收入 作者 论 

文集 《 府 代 长 安 与 西城 文明》, 北 京 三 联 书 寺 ,1957 年 , 直 页 ,31 页 省 [3 妈 ]。 

[3j 了 轩 袖 倍 ! 良 代 政 葵 史 述 论 稿 y, 上 海 商务 印 书 羽 ,1947 年 .21 一 3 页 。 

[4 已 -让 Pulleyblank，7e Backgrormnd 术 十。 和 icior 旷 An fu -shan ，London . 

1955 pp. 了 7 - 2，t04 - 121 notes. 他 为 Eucyrlopaedfia Faniea [号 【London ， 

4985) 所 写 " 安 禄 出" 词 条 ,观点 未 塞 。 



似乎 已 成 定论 。 然 而 ,富安 部 (Antonino Forte) 教 授 最 近 在 所 

著 《 质 子安 世 高 及 其 后 裔 # 一 书 中 , 因 新 .| 是 《 唐 书 》iE 安 重 璋 

在 请 求 改 安 妊 为 李 姓 时 ,说 他 所 自 出 的 武威 安 氏 与 安 标 届 

“同姓 ?或 “同宗 ”, 从 而 怀疑 安神 山 是 武威 安 氏 的 亲属 ,而 他 

认为 武威 安民 是 东汉 入 质 的 安息 王子 安 世 高 的 后 裔 !) 

这 样 一 来 , 安 禄 出 就 威 为 波斯 人 而 不 是 团 特 入 了 。 

由 此 看 来 , 安 委 出 的 种 族 来 源 问题 仍 值 得 进一步 控 讨 , 而 

自 五 六 十 年 代 以 来 ,学 者 们 对 部 粕 吐 鲁 恤 出 土 汉文 和 伊朗 文 ( 包 

括 中 古 波 斯 文 . 帕 特 亚 文 . 粟 特 文 .于 阅 文 等 ) 文 书 的 研究 ,为 这 

种 探讨 提供 了 丰富 的 材料 ,使 我 们 能 铝 对 已 知 的 史料 给 予 新 的 

解说 ,并 有 可 能 根据 安 禄 山 的 桶 特种 姓 , 推 人 论 他 的 二 教 信 停 。 匹 

论 种 族 还 是 宗教 ,都 是 我 们 考 虚 安 委 山 之 所 以 叛乱 和 为 什么 能 

馆 类 乱 的 重要 内 部 因素 。 而 关于 安 禄 山 利用 宗教 发 动 叛 乱 一 

点 , 僻 平 尚 不 被 安史之乱 的 研究 者 所 注意 。 

一 、 安 禄 山 的 栗 特 种 族 特征 

关子 安 禄 山 的 来 源 , 仍 以 中 唐人 姚 汝 能 编纂 的 4 安 禄 山 

事迹 思 以 下 简称 4 事迹 着 上 所 记 最 详 。 其 文理 : 

安 禄 山 . 营 州 永 种 胡 也 。 尘 名 轧 萤 山 。 母 , 阿 哆 

【1 ] 二 .Forte，7Re 电 ostage 4n 5 这 ao ond 有 ，Kyrot 1995，pp.100 - 107 . 

对 于 此 书 神 武威 安 氏 为 安居 高 后 裔 的 基 相 观点 ,笔者 不 敢 苟 同 , 敌 看 荣 新 

江 世 评 论文 # 安 世 高 与 或 威 安 姓 3$ , 载 黄 时 监 坊 # 东 西 变 度 这 谭 ?, 上 海 文艺 

出 版 社 ,1998 年 ,366 一 379 页 ,此 不 复 束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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灿 政 了 丑 寸 导 

德 兵 ,为 窗 菇 焉 。 无 子 , 祷 轧 芝 山神 ,应 而 生 短 。 蚌 夜 ， 

赤 光 偿 照 , 群 兽 四 鸣 。 望 气 者 见 黎 星 芒 炽 , 落 其 穹 访 。 

怪 兆 坷 异 , 不 可 亚 数 。 其 母 以 为 神 , 说 命名 " 轧 华 山 " 

盐 。 少 防 , 随 藤 在 突厥 中 。 和 母后 旭 将 军 安 波 注 兄 下 

候 。 

开元 初 , 延 候 族 落 破 。 胡 将 军 安道 买 黑 考 节 , 并 波 

注 田 思 顺 、 文 贞 , 俱 逃 出 突厥 中 。 道 买 次 男 下 节 为 岗 州 

别 坡 路 立 。 禄 山 年 十 余 岁 ,中 节 与 其 兄 孝 节 相 携 而 至 ， 

授与 神山 及 思 顺 并 为 兄弟 。 万 置 姓 安民 ,名 " 井 山 " 
荐 [1 

安神 山 之 于 唐 朝 , 是 叛乱 的 地 左 ,但 在 河北 地 区 ,他 却 是 个 
短命 的 皇帝 ,一 直 被 遵 为 圣人 1?2) 就 像 历 史上 每 一 位 皇帝 
或 圣人 一 样 , 安 禄 山 的 出 生 也 被 赋予 了 一 层 神话 的 色彩 ,但 
透 过 神话 , 仍 可 看 出 一 些 历史 的 真相 。 

《事迹 ) 称 安 禄 山 母 为 阿 史 德 氏 ,为 突厥 巫 。 阿 史 德 是 
突 顾 并 国 中 仅 次 于 可 省 家 族 阿 史 那 氏 的 族 姓 , 历代 可 注 所 
娶 之 可 教 多 出 于 此 姓 。 桨 怪 的 是 族 属 突 原 的 阿 史 德 氏 在 生 
下 这 个 孩子 后 , 取 其 名 为 “ 乳 攻 山 ", 据 伊朗 语 专家 恒 宁 (W. 
B. Henning) 教 授 的 考释 ,这 完全 是 聚 特 语 roxan - (ren - ， 
rwysn) 的 音译 , 意 为 光明、 明亮"[3》 由 此 可 以 推 知 , 阿 更 

[上 《安神 山 事 这 3. 上海 籍 出 版 社 标 点 本 ,1983 年 .1 再。 榨 Rabert dea Rotoum 

标点 译 汪 本 不 stoire 号 WA En cham 【Nan iou cham ce ti) Pania ,1962， 

B.2 和 | Pulleyblank 上 引 1 书 p. 记 的 将 “ 幸 态 华 出 神 " 立 “ 神 * 字 下 属 , 实 误 。 上 

海 古籍 标点 本 同 误 -“ 轧 华山 " 非 出 名 ,而 是 挤 名 ,说 详 下 文 。 

[ 2 ] 《新 唐 书 ? 卷 一 二 七 《张嘴 端 传 3。 

【3 其 讽 引 赐 pulleyblank，78e Backgrorzrdl f he Reelion of 4 一 share， 

Ph.15- 



德 氏 是 和 某 个 粟 特 人 秘 通 而 生 下 这 个 孩子 的 , 妈 此 给 他 取 

了 个 地 道 的 标 特 语 和 名 字 。 如 果 这 种 说 法 成 立 , 则 邵 阅 《 代 郭 

令 公 请 下 安 轧 硕 表 》 所 去 安 标 山 " 本 实 姓 康 ", 是 值得 认真 考 

虑 。 在 天 宝 扩 载 (749) 立 上 大 唐 午 了 蔷 郡 北 后 恒山 封 安 天 王 之 

铅 # 上 , 安 禄 出 以 常 乐 为 自家 的 郡 望 ,而 位 于 河西 走廊 的 常 

乐 ,确实 是 人 华 蔓 特 康 姓 的 一 个 落脚 点 !I4 另 一 种 可 能 

是 ,所 户 其 尽 阿 史 德 氏 ,其 实 也 是 票 特 人 ,神话 的 制造 者 需 

和 蔷 给 安神 出 找到 一 些 王 家 的 血统 ,故此 把 他 的 母亲 说 成 是 

阿 忠 德 氏 。 值得 注意 的 是 ,其 母 是 “ 罕 艺 巫 ”, 而 " 裤 轧 华山 

神 ” 。 人 们 过 去 一 岂 史 籍 中 北方 民族 的 " 亚 " 字 ,就 指 为 耶 

六 ,这 其 实 是 生 提 硬 套 西 方 人 类 学 概念 的 误解 。 史 籍 中 之 

“于 " 字 ,应 视 上 于 文 而 具体 分 析 。 灾 艺 汗 国之 神职 人 员 ,大 

都 是 由 栗 特 人 充当 的 524 而 他 (她 ) 们 所 新 裤 的 轧 华 山神 ， 

实 为 桶 特 人 传人 漠 北 的 “光明 之 神 "。 由 此 不 难 推测 , 阿 史 

德 氏 也 不 排除 实 为 一 个 票 特 女 疏 的 可 能 性 。 无 论 如 何 ,从 

种 族 上 看 ,可 以 说 安 禄 山 是 个 杂种 ,但 从 安神 山 的 出 生 神 

语 , 特 别 是 他 的 票 特 语 名 字 来 看 ,他 身上 更 霓 的 成 分 是 粟 特 

种 族 特 征 。 

阿 史 德 氏 显 然 比 蕊 姓 胡 人 地 位 要 高 ,所 以 ,安神 山本 人 

是 钴 认 自 己 的 母亲 是 突厥 种 的 《事迹 ? 郑 上 又 记 : 

1 荣 新 江 《 北 毅 附 唐 暴 特 人 之 迁徙 及 其 育 落 》.《 国 学 研究 ?第 6 卷 ,北京 大 学 
则 版 持 ,1999 年 , 科 --42 再。 

【2 ] 这 一 点 由 于 布吉 待 碑 的 发 现 更 加 肯定 , 见 S. G、Njaatomyj md V .AIivic， 

“The Sogdian Inaecription of Bugut rewiaed”，jetz Orientalia Eurgarirae ，XXY1， 
1972， 呈 .的 19; L. Bazin，“ihame SogHeno  ，hfiianraes Eneuristigues agents 

maie Benperuiie ，Paria，1975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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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 哥 舒 ] 输 母 尉 迟 氏 ,于 疗 记 好。 【 安 禄 山 ] 谓 

输 回 :我 父 是 胡 , 母 是 罕 旋 玄 。 和 尔 父 是 窒 属 , 母 基 胡 ， 

与 公 族 类 颇 同 ,和 何 得 不 相亲 平 扣 5 

显然 ,在 唐人 眼中 ,于 阁 和 票 特 人 都 是 朝 。 本 世纪 初 以 来 ， 

该 煌 及 中 亚 一 些 地 区 出 土 的 于 阅 请 和 村 特 语文 献 表 明 ,二 

者 都 属于 印 欧 诸 系 伊 遍 语 族 的 东 仇 翩 语 分 支 ,由 此 也 可 证 

明 安 神山 是 桶 特 系 伊 裔 人 种 。 敦 煌 出 土 的 一 件 汉 蕃 词 汇 表 

(P.11263) 中 ，“ 胡 " 字 对 应 于 Sog( 藏 文 的 " 栗 特 ”) ,也 完全 

证 明了 此 点 上 2 

上 上 引 &《 事 迹 $ 又 说 道 , 其 母后 嫁 衣 人 安 延 僵 , 延 优 部 落 破 

散 后 , 轧 蓉 山 与 胡 将 军 安道 买 . 安 波 注 的 子 辈 一 起 人 唐 。 力 

芝山 “ 骨 姓 为 安 , 名 “* 禄 山 " 融 ”。 不 论 安 要 出 的 真实 父母 是 

谁 ,从 上 述 引文 可 知 ,他 从 该 提 时 代 就 进 人 安 延 便 的 族 落 当 

中 ,这 个 “ 族 落 ”, 实 即 漠 北府 县 洗 国 中 独立 的 * 胡 部 "033 

从 些 , 凶 完全 生活 在 粟 特 人 的 集团 当中 ,他 承认 安 延 优 是 他 

的 父亲 ,他 的 语言 .文化 当然 也 是 粟 特 系 的 。 如 果 我 们 从 文 

化 的 角度 来 将 别 一 个 人 的 种 族 的 话 , 更 应 当 说 安 禄 山 是 个 

票 特 人 。 当 他 随同 其 他 安 姓 兄 弟 进 人 声 朝 领地 后 ,也 同 其 

他 人 华 票 特 人 一 样 ,要 取 个 汉 式 的 名 字 , 所 以 就 姓 安 ,并 把 

“ 亏 蓉 山 " 改 成 同音 而 汉语 意思 更 佳 的 神山”。 我 想 在 票 特 

【1]】 标点 本 44 页。 好，Pnlleyblank，op .epP.11， Ra Rotours，op.ei PP 

12. 

【2] 页- Spanien 时 衬 . Imaeda (eda y， 人 Hoiz de aoeztmenrs titains 了 Peris,1979 

BlL525i 荣 新 江 《 龙 家 考 $ 中 亚 学 刊 y 第 4 辑 ,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杜 ,1995 年 ,147? 

亚 。 

{ 3] 护 牙 去 《4 东 次 晤 计 国 内 的 孙 特 人 部 蒂 》 必 古代 上 比 忆 属 族 忠 研 究 ? 工 ,东京 

山川 出 版 社 .1975 年 。 



人 中 间 ,他 们 还 是 把 他 吧 作 roxsan。 

《事迹 ?以 直接 着 记载 安 禄 山 沁 长 成 人 的 情形 : 

长 而 好 贼 残 丽 , 多 知 计 , 阅 揣 和 人情, 解 九 莓 语 , 为 浅 

蕃 豆 市 牙 郎 of 

聚 特大 本 是 个 商业 民族 ,他 们 的 足迹 外 布 古代 欧 亚 火 

陆 的 商道 上 上。 从 恒 晋 乔 隋 唐 ,大 量 到 特 人 东 来 兴 蝗 ,穿梭 往 

米 于 桶 特 本 土 ,西域 城邦 绿洲 诸 国 , 草 原 游 收 计 国 和 中 原 工 

朝 之 间 !?4 正 是 因为 他 们 代 代 相传 的 本 领 ,就 是 在 各 民族 

之 间 打 交道 ,所 以 村 特 人 大 都 通晓 风 种 语言 。 所 谓 "“ 九 著 
诸 ” ,或 新 . 肯 《 唐 书 》 的 “六 昔 语 " ,都 是 表示 多 数 的 意思 。 

于 桶 特 人 的 这 种 本 领 , 栗 特 语 也 成 为 当时 丝绸 之 路 上 不 同 

民族 癌 交 往 时 用 的 混合 语 (lingua fnmca) 了 。 唐 朝政 府 早 就 

了 解 这 一 点 ,所 以 不 论 在 唐 中 央 政府 所 在 的 两 京 ,还 是 边 镇 

袖 易 频繁 的 州 履 ,都 使 用 聚 特 人 作 译 语 人 。《 唐 会 要 》 卷 六 

一 弹劾 条 记 :; "水 徽 元 年 (650) 十 一 月 二 十 四 上 日 ,中 书 令 禧 遂 

借 拖 买 中 书 译 语 人 史 词 担 宅 ,监察 物 史 韦 仁 约 翩 之 。 "史记 

担当 为 出 身 史 国 的 栗 特 人 (3j 近年 发 现 的 叶 鱼 亚 文 书 , 证 

明 西 州 的 译 语 人 也 是 昭武 九 姓 胡 145 经 商 是 粟 特 人 最 擅 

长 的 本 领 , 这 一 点 地 同 样 为 唐 朝 政 府 所 重视 。 敦 煌 发 现 的 
天 宝 十 载 (751) 教 煌 和 郡 误 煌 县 的 《 差 科 夭 》 表 明 ,市 肇 师 一 类 

【1 ]】 标点 本 1 页 ;dea Reotours，op.ect ,pa 

【2 】 革新 江 《 北 朝 险 诗 票 特 人 之 迁徙 及 其 彰 落 》,27--86 而。 

13 ] 扣 词 担 应 作 史 词 耽 , 其 蓝 已 在 固原 被 发 现 。 见 罗 让 《 园 原 南部 随 唐 基地 》， 

落 京 交 著 出 版 社 . 1996 年 ,等 一 站 .2054-211 三 - 

[4 ] 李 方 4 叶 普 番 文书 中 的 译 语 人 》 必 立 物 ?1994 年 第 3 贿 ,45 51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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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 市 场 商业 的 色 役 , 例 由 从 化 乡 的 聚 特 人 担任 [5 而 在 

与 边 外 各 族 互 市 的 贸易 中 , 栗 特 人 凭借 语言 的 优势 ,更 是 扮 

沉着 重要 的 角色 。 吐 鲁 番 出 土 唐 虑 州 官 府 与 志 姓 葛 逻 禄 成 

罕 骑 施 关 于 马匹 的 误 易 文书 ,表明 西 州 的 互市 也 是 由 票 特 

胡 作 中 间 人 的 :2 安 禄 山 在 同样 基 唐 朝 边境 城镇 的 营 州 

作 * 开 市 牙 郎 ”, 正 是 他 票 特 人 本 性 的 最 好 反 歇 。 

光 外 , 安 禄 山 “ 作 胡 旋 舞 , 其 疾 如 风 " 31 也 是 票 特 人 的 

长 技 。 

如 果 我 们 根据 陈寅恪 先生 “种 族 之 分 ,多 系 于 其 人 所 爱 

之 文化 ,而 不 在 其 所 承 之 血统 "的 观战 来 看 安 案 山 的 话 , 他 

无 疑 是 个 地 地 道道 的 桶 特 人 。 

二 、 从 柳城 衣 人 聚落 到 幽 州 军 事 集 团 

《事迹 # 开 头 即 称 :“ 安 禄 山 , 营 州 杂种 胡 也 。《 新 唐 书 》 

本 传 则 称 作 ”* 营 州 柳城 胡 也 "。 安 禄 出 既 然 “ 少 扳 ”, 并 跟从 

安 姓 栗 特 家 族 行动 , 则 柳城 之 地 , 葛 特 胡 人 当 趟 在 少数 。 虽 

然 传 址 史料 关于 这 个 边城 的 记载 不 多 ,我 们 还 是 能 够 找到 

至 少 另 外 三 个 例证 。 

《事迹 》 卷 下 原 注 云 ; 

【 1] 褐 田 租 如 世纪 上 叶 代 季 入 下 敦 粮 罗 光 和 上 人 聚落 3 人 革 - 到 六 三 误 化 研 

充 ? 第 寺 导 ,1965 年 , 委 一 52 身 。 

【2 】 美 伯 勤 # 教 粕 时 和 骨 查 文书 与 绎 网 之 路 ,北京 立 物 出 版 福 ,1994 年 ,116 页 ; 

谍 国 栋 《 圭 代 的 商品 经 济 与 经 营 管 理 》, 武 浙大 学 出 版 福 , 1990 年 ,172 一 183 

页 。 

{ 3】 长 安 标 山 事 挝 3》 着 上 ,6 页 。 



史思明 , 营 州 杂种 大 也 。 本 名 “ 宗 于 ,玄宗 改 为 

“ 思 明 ”。 汕 小 , 少 蝇 须 , 深 避 高 肩 ,性 刚 急 。 与 禄 山 同 

多 , 生 较 缀 山 先 一 日 。 思 明 岗 夜 生 , 禄 山 风 日生。 及 

长 , 相 素 , 俱 兴 骑 勇 允 。 解 六 昔 语 , 司 为 牙 郎 of 

安 史 之 起 的 另 -主角 中 患 明 ,也 是 营 谢 杂种 衣 。 所 谓 “ 同 

多 ”, 实 即 同 出 : ` 个 部 阔 的 意思 。 史 思 明 的 本 名 “家 干 ” ,应 

当 和 轧 们 出 -- 尾 ,是 更 特 语 的 音译 ,其 意 或 许 就 是 玄宗 政和 名 

的 “ 患 明 ”2 史思明 从 出 生 到 成 长 都 和 安 禄 出 有 共 癌 之 

处 “ 解 六 莓 河 , 同 为 二郎 ”, 说 明 他 也 旦 个 地 道 的 桶 特 人 ,而 

不 是 4 旧 唐 书 # 本 传 所 说 的 “ 罕 原 杂种 胡 人 ”。 

安史之乱 中 的 另 一 个 重要 人 物 李 怀 仙 ,新旧 《 唐 书 》 本 

传 称 其 为 “柳城 胡 ”, 估 计 也 是 个 聚 特 间 , 甚 姓 李 名 怀 仙 是 冒 

称 的 议 姓 名 。 

另 一 个 更 说 明 问题 的 例子 是 康 阿 义 寿 达 干 。《 颜 鲁 公 

文集 ? 卷 六 尽 四 部 从 判 ?本 ) 有 《 特 进行 左 金吾 卫 大 将 军 上 杆 

国清 洛 郡 开国 公 赠 开 府 信 同 三 司 兼 夏 州 都 督 康 公 神道 太 》， 

其 文 五 : 

公 讳 阿 勾 届 达 于 , 姓 康 氏 ,柳城 人 。 其 先世 为 北 荐 

十 二 姓 之 贵 种 。 曾 相 颜 利 , 部 落 都 芝 。 钥 菜 , 可 汗 台 

1 1] 标点 本 和 页 ;Pulleyblank，op. ea .，pp.16- 17:， R， de Fotoum，op， cit .， 

PPp- 委 1 -322.- 

[2 ] Pulierblank 接 “ 宁 -千古 商 为 * wst- an, 央 上 弛 书 1 页 广 [40]。 吐 重 一 出 

土 靡 尼 孝 中古 波斯 支 { 串 卜 拉 干 ? 殖 郑 (NG06、87981) 中 ,有 So am 一 诗 ， 

意 为 * 燃 晓 , 澳 天"( 邢 赐 .Hter，iHarbr osrmowpriscie 加 和 uraean -Txte， 

ieahbaden，1992，pp -61 人，65，162) ,要 与 “ 窗 于 "有 关 。 

兰 直 交州 山区 和 已 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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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J 历 首 对 于 

马 .都 知 兵 马 使 。 父 瑚 利 发 , 数 味 可 计 卫 衡 、 知 部 洪 

都 督 。 骨 有功 烈 , 称 于 北 隐 。…… 天 室 元 年 押 朝 , 兰 方 

节 度 使 王 射 斯 具 以 上 闻 。…… 属 落下 节 度 合 实 禄 山洪 

怀 异 图 ,并 为 已 用 , 密 泰 公 充 部 落 都 督 , 仍 为 其 先锋 使。 

后 记 安 骤 山 反叛 后 , 康 阿 义 届 达 干 率 四 子 归 朝 事 。 

由 康 姓 来 看 , 康 阿 义 必 达 干 是 进入 漠 北 的 康 国 凌 特 人 ， 

明 然 是 北 蕃 十 二 姓 之 贵 种 ,从 曾祖 开始 就 有 了 “区 利 " 这 样 

的 纯 突 厥 语 的 和 名字, 一 直到 他 本 人 名 字 中 的 * 届 达 王 ”kil 

Tarkan) .部 表明 识 爱 罕 邦 影 响 。 但 因为 其 祖 和 孙 数 代 一 直 任 

“部 落 都 督 ”, 所 以 仍 以 部 落 形 态 保 存 其 栗 特 人 的 本 来 面貌， 

“ 阿 义 "是 其 本 名 , 当 译 自 某 个 聚 特 词 。 这 个 票 特 部 落 ,在 康 

阿 义 之 前 一 直 在 北 荐 , 即 漠 北 之 罕 归 汗 国 中 ,他 们 之 称 为 

“柳城 人 ”, 表 明康 阿 义 好 朝 , 先 是 到 了 柳城 ,因此 才 与 安 禄 

山 等 合流 ,被 安 禄 山 所 用 。 值 得 注意 的 是 , 康 阿 义 人 唐 以 

后 , 仍 为 “部 落 都 督 " ,表明 在 柳城 地 区 ,有 相当 一 部 分 聚 特 

人 是 生活 在 自己 的 部 落 中 的 ,这 也 就 是 我 们 说 安神 山 与 史 

是 明 局 乡 实 为 司 部 落 的 原因 。 

《 康 会 神道 碑 # 还 记载 , 康 阿 义 妻 姓 石 , 父 和 名 石 三 奴 。 恒 

宁 教 授 考 订 ”如 "一 名 ,是 中 主流 斯 语 SEhuxt 的 意译 , 意 为 

“为 三 神 ( 众 神 ) 揪 救 "。[11 这 一 解释 ,为 石 三 奴 来 自 桶 特 的 

石 国 , 提 供 了 确证 。 票 特 人 相互 通婚 ,是 其 保存 自己 的 部 落 

形态 的 最 佳 方法 之 一 。 安 慰 山 的 第 一 个 妻子 碌 氏 ,也 是 出 

[1]】 见 瑟 . 司 . Fullkeyblank， “和 4 Sogdian Colany im Enaer Mongplia'  ，T rong Poo ,了 IT， 

1952，p.340 沪 文 . 恒 宁 骨 出 " 兰 太 " 指 基督 教 神 只 ,其 实 * 工 神 " 即 麻 尼 数 

文 艇 中 的 "一 常 "finity), 基 本源 当 来 自 琐 罗 亚 斯 德 孝 .此 处 关于 “三 伸 " 

的 看 法 ,受到 张 广 达 先生 存 棉 林 白 由 大 学 的 埋 演 《 唐 代 的 许 尼 辑 ?$ 的 启 滥 。 



自 康 国 的 票 特 人 。 

营 州 或 柳 右 , 在 开元 .天宝 前 后 ,无 疑 有 首 一 个 相当 希 

模 的 票 特 聚落 。 从 敦煌 .吐鲁番 文书 中 得 知 , 沙 败 和 西 州 的 

票 特 人 者 被 店 朝 编 人 多 里 .在 论 州 为 从化 乡 ,在 西 州 为 尝 化 

乡 !12 但 营 判 柳城 的 票 特 人 聚落 似乎 有 所 不 园 。 

柳城 栗 特 彰 之 来 历 ,最 早 见 于 武 周 万 岁 登 封 元 年 (4696) 

夏 , 因 帮 丹 成 陷 营 州 , 则 天 武后 "大 发 河东 道 及 六 胡 州 , 绥 ， 

延 . 上 丹阳 等 州 生 、 胡 精兵 , 悉 走 营 州 1224 以 后 , 开 雹 者 

(713 年 以 后 ) ,安慰 山 等 弛 转 来 到 风 碟 。 天 宝 元 年 (742) , 康 

阿 义 又 率 部 落 到 达 。 高 适 《 营 州 歌 ? 诗 吟 莱 的 大 概 就 是 此 时 

的 情形 : 

草包 少年 满 原野 , 弧 弄 过 柑 猎 城下 。 瞄 酒 千 钟 不 

醉人 , 萌 儿 十 岁 能 骑马 435 

柳城 的 桶 特 人 不 像 是 未 州 和 西 州 的 情形 ,从 唐 朝 一 占有 其 

地 时 起 ,就 有 了 大 量 的 标 特 人 存在 ,其 保 落 是 逐渐 形成 的 。 

而 虽 ,党 州 面 对 桨 丹 和 有 票 两 荨 族 , 战 事 不 断 , 唐 朝 止 总 权利 

闲 宋 特 胡 人 ,来 对 付 症 蔷 。 故 此 唐 未 将 旨 竺 部 落 打 散 ,以 

使 利用 这 些 蒋 兵 花 将 来 防 物 素 和 罗丹 的 人 侵 。 吕 实 点 明 ， 

安 委 上 山 和 史思明 等 人 也 正 是 在 和 东北 画 苍 的 战斗 中 成 长 起 

来 的 。 

[]] 参 交 屯田 源 垦 世纪 中 时 尼 革 1 瑟 敦 站 2 六 儿 下 估 聚 薪 》 及 莱 伯 翘 《 数 埋 叶 

痛 香 文 节 与 经 铀 之 路 》.173 页 

【2 1 陈 子 晶 4 上 军 同 机 帮 韦 作 茶 2 ,4 陈 们 疏 交集》 耸 八 ( 四 部 只 刊 3 本)i 故 全 证 
误 3 泡 2- 一。 

[3 过 全 峙 这》 器 二 时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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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良 袁 的 作 水 客观 上 也 为 实 宗 山 的 类 矶 准备 了 力量 。 在 

十 安史之乱 中 , 叛 军 内 部 有 大 量 的 票 特 胡 人 当 无 疑义 [41 而 

中 史籍 中 记载 了 不 洗 安 史 的 战 将 ,也 是 栗 特 出 身 。 现 将 有 关 

大 物 揭 去 如 下 : 

与 下 轧 明 (《 事 迹 》 卷 下 ) 

外 将 军 何 子 年 余 事 迹 》 卷 中 ) 
来 大 将 何 思 德 必 事 迹 》 卷 上 ) 

文 平 卢 骑 将 忠 定 方 (《 事 迹 》 卷 上 ) 

明 将 安 守 忠 (《 事 迹 ? 卷 下 ) 

安 太 清 (《 事 迹 》 卷 下 《 资 治 通 鉴 》 卷 二 二 一 ) 
安 忠 顺 ( 资 治 通 鉴 》 卷 二 一 八 ) 

安 武 下 (《 资 治 通 鉴 》 郑 一 一 九 ) 
先锋 使 康 阿 义 屈 达 干 信 康 公 神道 碑 》》) 
刑 州 刺 史 康 节 (《 康 公 神 道 碑 》) 
康 术 尽 安 天 王 碑 阴 》 扎 者 ) 

云 麻 将军 守 左 金 吾 卫 大 将 军 草 闲 国 (《 曹 闻 国 墓志 》， 
《 唐 代 莫 志 汇 编 $1787 一 1788 页 。) 

将 康文 景 (( 新 唐 书 ) 卷 二 O-) 
石 帝 苇 必 新 唐 书 ?》 卷 二 二 四) 
安 思 义 (《 新 唐 - 书 》 卷 二 二 五 资 治 通 监 3$ 一 一 七 ) 
安神 威 (《 新 唐 书 》 卷 二 一 五 ) 
安 座 俊 (《 新 唐 - 书 》 卷 二 二 五 ) 

康 说 之 婿 {《 新 唐 书 》 卷 二 二 五 ) 
康 设 野 波 ( 信 旧 元 书 》 卷 一 GCC) 

这 些 顷 州 战 将 不 一 定 部 出 身 于 柳城 ,但 从 史思明 等 人 的 行踪 

[1 】 陈 洁 属 《 叶 代 收治 史 述 学 税 3 已 有 详细 论 赔 ,此 不 复 芯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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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 ,特别 是 他 们 的 最 高 首领 室 禄 山 出 自 柳 城 来 看 ,其 中 应 有 

不 少 人 是 来 自 柳 城 的 。 柳 城 的 桶 特 育 落成 员 应 当 是 贤 州 军 

事 集 困 的 主力 ,也 就 是 安 标 包 闫 乱 所 恢 千 的 主要 军事 力量 。 

肌 、 安 和 禄 山 的 宗教 信仰 及 其 凝聚 力 

安 禄 出 的 宗教 信仰 同 题 , 前 人 似 从 未 措 意 。 安 禄 山王 

是 胡 人 ,当然 有 自己 的 宗教 信仰 ,而 且 事实 表明 , 安 禄 山 充 

分 利用 了 这 种 宗教 信仰 ,来 团结 广大 的 胡 族 民众 。 

根据 我 们 对 敦煌 叶 鲁 一 文 节 和 有 关 史 籍 的 分 析 研 究 ， 

大 凡 有 票 特 人 聚落 的 地 方 ,在 聚落 中 都 有 认 裙 或 只 会 , 即 胡 

人 奉 礼 琐 罗 亚 斯 德 教 神 只 的 地 方 。 例 如 ,全 州 有 票 特 人 系 

落 ,贞观 初 首领 右 万 年 率 众 降 唐 。 据 敦煌 出 二 《水 州 贫 州 地 

志 》 残 卷 , 州 中 有 话 庙 ,只 主 为 惟 架 院 上 5 销 州 城 东 从 化 乡 

为 栗 特 人 聚落 ,《 沙 州 图 经 ? 卷 三 所 记 坏 舍 , 即 立 于 从 化 乡 

内 1》 沙 州 所 辖 石 城镇 ,是 由 贞观 初 来 朝 的 康 国 大 首领 康 

艳 虎 为 首 的 标 特 人 妈 落 , 沙 州 图 经 ?》 卷 五 记 其 地 有 本 舍 一 

所 13) 凉 州 为 九 姓 二 人 一 大 萌 居 地 , 据 《 朝 野 念 坊 》 着 三 ， 

[1 1 [Ga “向 Chineae Ceogrmaphical Tex 二 ihe Ninth Cenhay”"，Buiieri gr 

Sejoog 咱 丰 iental Sadies ，V1 4，1932， 拖 -825 - 846; 邓 上 田 享 上 精光 启 元 年 写 

好 溃 州 伊 州 地 志 殖 着) 光 小 川 情 上 还 万 记 冀 史学 地 理学 论 鞭 》 ,东京 ,1930 

年 .]31 一 :432 责 。 

【2】 池 图 多 姐夫 纪 中 叶 忆 把 计生 数 粳 帮 冯 和 上 人 聚落 》, 吉 矶 。 

[ 3 下，R 有 人 “Le rpe iehecaz fo 攻 肌 和 one 二 昌 nalanie sogrlierne 和 ja ro 

qh Lob - Woe ,Jorunal dsiarigae 。1916，p.11 - 123; 区 承 多 译 { 冲 州 部 督 府 

图 名 及 狂 岛 诲 之 廉 居 聚 落 3 ,西域 席 海 史 地 考证 译 具 七 纺 #, 北 京 中 华 书 

局 .1957 年 ,中 妈 页 ， 关 于 搞 舍 ,见闻 上 田 调 上 让 州 男 公有 略 考 ?,《 栋 博 士 还 

历 记 念 东洋 史 论 此 3, 东京 ,1935 年 ,97 页 。 

站 

233 和 



诊疗 上 烘 西 了 导 上 上 二 十 

宣 类 

过 好 4 

其 地 有 斌 神 裙 。 长 安西 市 附近 谱 访 ,为 胡 人 聚居 之 地 ,所 以 
其 周边 布 政 . 酸 泉 . 崇 化 一 坊 都 立 有 燃 礼 (11 洛阳 南 市 也 
足 粟 特 人 活动 的 中 心 , 故 此 其 资 会 节 坊 、 修 善 坊 也 有 
祠 L21 玫 王 夷 《北道 刊 误 志 》 记 " 注 州 乐 寿 县 亦 有 只 神 店 ， 
唐 长 庆 二 年 置 ", 知 河北 道 也 有 认 祠 。 

柳城 栗 特 胡 人 的 宗教 信仰 ,史籍 没有 明确 的 记载 ,但 也 
不 难 遍 索 。 颜 鲁 公 为 康 阿 义 撰 《 神 道 碑 》, 可 见 其 与 这 家 出 
身 柳城 的 衣 人 多 有 交往 ,至 少 为 撰 此 碑 ,他 应 当 看 到 他 们 的 
家 采 , 或 听 他 们 讲述 过 较 《 神 道 碑 》 所 述 更 多 的 故事 。 重 公 
为 其 子 硕 取 小 各 为 “ 穆 护 ", 大 概 就 和 从 康 家 了 解 的 只 教 知 
识 有 关 53) 穆 坊 实 为 只 教 神职 名 , 姓 宽 《西溪 从 语 》 卷 上 
云 " 唐 贞观 五 年 (631), 有 传 法 穆 护 何 禄 将 只 教 谢 上 闻 奏 。 
玫 令 长 安 崇 化 坊 立 只 地。" 可 作 明 证 141 由 此 不 难 推荐 , 黎 
城 之 康 阿 义 一 家 与 本 教 有 关 。 

更 重要 的 证 据 , 还 在 于 安 禄 山本 人 的 事迹 。《 事 迹 》 卷 
上 云 : 

浒 于 诸 道 商 衣 兴 了 下。 每 岁 输 异 方 珍 货 计 页 万 数 。 

每 部 至 , 则 神山 胡 服 , 坐 重 床 ,将 香 列 珍宝 , 令 百 胡 侍 左 

右 。 群 胡 罗 兰 于 下 , 邀 福 于 天 。 禄 山 禹 陈 牧 补 , 诸 巫 击 

【1 ]】 谢 海 平 《 喜 代 留 华 外 国人 生活 考 述 ?》 ,台湾 商务 孝 书 情 ,1978 年 ,2 一 33 页 。 

(23 谢 海平 & 赴 代 留 华 外 国人 生活 考 述 》,46 一 47 页 。 

【3 ]】 向 达 & 唐 代 长 实 与 西城 文明 3$15 页 已 经 看 到 这 种 联系 , 唯 其 认为 穆 护 为 摩 

尼 教 中 慢 职 之 名 , 则 误 。 

[ 4 ] 详 参 饶 宗 师 各 护 歌 狼 》 必 大 公报 在 洪 复 刊 州 年 纪念 立 集 ?下 ,香洲 ,1978 

年 ; 收 八 选 堂 梨 入 .网 林 ?中 ,香港 中 华 书局 ,1982 年 ,472 一 509 更 ;又 载 《和 文 
糙 yF ,台湾 学 生 书 局 ,1991 年 ,467 一 470 页 i 饶 宗 颐 中 学 论文 集 》, 上 海 古 

籍 出 版 社 ,1993 全 ,404 一 441 页 。 



鼓 歌 舞 ,至 暮 而 散 。[ 11 

《新 唐 书 ?本 待 本 句 作 :引见 诸 贾 , 陈 牺 竹 ,女巫 疫 舞 于 前 以 

自 神 。" 这 个 妹 礼 活动 ,从 头 到 尾 全 是 胡 人 参加 ,而 且 安 禄 山 

特别 着 胡 服 ,更 表明 做 的 是 胡 人 的 祭礼。 邦人 么 群 胡 所 礼 的 

“天 "是 什么 神 呢 ?“ 夫 " 实 即 * 只 ”, 胡 人 所 祀 之 “天 ", 即 彰 

天 ,也 就 是 只 神 人 5 这 种 商 胡 祈福 于 入 神 的 活动 ,也 见 载 

于 《朝野 爹 戟 ? 卷 一 : 

河南 府 立 德 坊 及 南 市 西 坊 几 有 大 认 神 唐 , 每 岁 商 

调 祈 福 , 吉 猪 羊 , 琵 间 鼓 昔 , 醋 歌 醉 舞 。[31 

两 相对 比 ， 每 岁 座 衣 "”“ 商 朝 …… 每 岁 ”“ 训 猪 羊 "“ 陈 牧 

牢 " “一 侣 鼓 笛 , 醋 歌 醇 舞 "“ 击 鼓 歌 舞 ”, 均 如 出 一 敬 。 证 

明 安 禄 山 辈 烧香 罗 拜 者 , 必 为 只 神 : 其 活动 场所 ,应 是 证 裙 。 

同样 的 情形 也 见于 《 隋 书 ? 卷 七 《礼仪 志 # 的 记载 …… 后 齐 …… 

后 主 未 年 , 祭 非 其 虽 , 至 于 身 自 鼓舞 以 事 胡 天 , 籽 中 六 和 客 泽 

礼 , 葡 风 至 今 不 绝 。 表 明 这 种 只 教 祭祀 活动 由 来 已 和 久 。 

《新 唐 书 》 所 记 的 "女巫 莹 舞 于 前 以 良 神 ”一句 , 使 我 们 

不 由 想起 安神 山 " 母 阿 中 德 氏 ,为 突 巫 ,无 子 , 祷 轧 华 山 

神 ,应 而 生 珊 "。 这 则 神话 当然 是 安 禄 山 讲 给 当时 的 人 昕 

的 ,他 自称 为 轧 华 山神 的 感应 化 身 , 并 委 称 为 " 轧 芝 山 "或 

【1]】 标点 本 地 页 ;Rdes Rotoum. op.ca. pp.l08-109。 

【2 ] 秦 看 陈 垣 《 火 猎 教 人 路 同 考 } 必 国学 生生 第 一 着 第 一 号 ,1925 年 1 月 ;此 据 

作者 1934 年 校订 本 , 载 & 陈 旦 学 术 论 文集 ?第 一 集 ,北京 中 华 书 局 ,1980 年 . 

303 一 328 页。 

【3 }》 中 华 书 局 标点 本 ,1979 年 , 妈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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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神山 ” ,也 是 有 其 宗教 含义 的 。 只 教 崇 苦 光 明 、 太 阳 , 共 基 

本 教义 是 讲 光 明 如 得 战胜 黑暗 -“ 轧 芋 山 "或 "神山 ”, 恒 宁 

已 经 指出 其 来 自 栗 特 文 的 rsan, 意 为 光明、 明亮” 那么 

“ 乳 华 山神 "就 是 “光明 之 神 ", 也 即 只 教徒 所 崇拜 的 光明 之 

神 [55 事实 上 ,安神 山 在 胡 人 中 间 , 无 疑 是 吓 教 "光明 之 

神 " 的 化 身 ,爱人 崇 苦 。 他 死 后 ,史思明 谥 “ 禄 山 百 光 烈 皇 

帝 "(《 事 迹 》 卷 下 ) ,同样 是 取 " 光 明 " 之 意 12) 

人 唐 桶 特 人 在 相当 长 的 时 间 里 生活 在 他 们 自己 的 到 落 

中 , 容 教 是 他 们 团聚 的 一 个 重要 纽带 。 安 神山 把 自己 打扮 

成 “光明 之 神 " ,利用 桶 特 人 的 钱 教 信仰 来 团聚 他 们 ,他 不 仅 

团结 了 柳城 到 幽 州 的 胡 人 聚落 中 的 成 员 , 还 利用 票 特 人 所 

擅长 的 商业 贸易 ,团结 了 分 散在 各 地 的 票 特 人 。 他 利用 认 

教 的 神秘 说 教 ,以 "光明 之 神 " 的 名 义 导 召 民 众 起 兵 ,这 可 以 

司 我 们 理解 为 什么 有 这 人 么 多 的 人 会 跟随 他 武装 类 乱 。 

关于 安 禄 出 拓 乱 的 背景 ,学界 已 有 很 多 研究 成 果 . 这 里 

不 必 重 复 。 通 过 以 上 考察 ,我 只 想 指 出 以 下 几 点 : 

一 \ 安 禄 山 的 军事 主力 是 攻 兵 蕃 将 ,其 主要 将 领 有 相当 

{ 1 ] 此 神 也 为 府 尼 教 所 借用 必 靡 尼 光 佛 教 法 仅 略 》 开 篇 称 : “全 元 瑟 德 乌 卢 让 

者 , 译 云 洗 明 使 者 , 马 号 具 逢 法 王 , 亦 再 春 尼 光 , 即 我 光明 大和 看 无 上 帮 王 

让 化 尘 身 之 措 号 也 。( 大 正 新 个 太 藏 经 ) 郑 五 下 ,1279 页 下 栏 )。 检 看 Pul- 

leyblank 上 引 书 111 页 注 37。 

[ 2】 串 思 明 的 本 各 “家 干 " 和 改 甸 * 思 明 * ,也 同样 有 杯 孝 的 色彩 ,因此 他 是 这 知 

叙 神 出 名 字 的 底蕴 的 。 



一 批 是 出 身 于 昭武 所 姓 的 每 特 人 。， 这 些 将 领 有 些 率 有 祖 孙 

数 代 统领 的 部 落 ,其 内 部 以 婚姻 结 成 血缘 关系 。 这 种 部 落 

兵 统 一 善战 .是 安 史 上 类 瑟 的 主要 平 事 支 住 。 

二 .安神 山 出 身 桶 特 , 对 元 业 兴 凰 最 为 熟悉 ,也 深 知 商 

业 育 财 的 道理 。 安 和 禄 山 在 起 兵 之 前 , 派 遗 票 特 商 胃 往 各 地 

兴 贩 贸易 ,并 招 各 地 商 胡 来 输 运 外 国 珍奇 财 货 。 《事迹 少 记 

安 禄 出 铬 次 进贡 给 女 宗 金 银 器 呀 等 物 , 委 宗 回 赐 品 ,价值 也 

不 可 轻 佑 。 这 些 商 业 兴 贴 所 聚 之 财 和 进 责 癌 赐 所 得 之 物 ， 

都 构成 安 中 类 乱 的 经 济 基础 。 

三 . 安 入山 骨 称 为 “光明 之 神 " 的 化 身 ,并 亲自 主持 栗 特 

聚落 中 群 胡 的 只 教 和 祭礼 活动 ,使 自己 成 为 胡 族 百姓 的 宗教 

领袖 。 他 利用 宗教 的 力量 来 团聚 辖 境 内 外 票 特 胡 众 , 利 用 

“光明 之 神 " 芍 身 份 来 号 百 展 从。 大 量 蔬 兵 胡 将 追随 安 禄 出 

起 兵 反 上 类 , 不 能 不 考虑 "光明 之 神 " 感 召 的 精神 力量 。 

【 原 载 《 第 三 届 盾 代 学 术 研 讨 会 论文 集 ),1997 年 } 

训话 机 滑 是 加 兰 避 三 邯 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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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个 人 仕 唐 胃 的 波斯 景 教 家 族 

唐 朝 是 十 代 中 国 与 西方 交往 的 盛 期 ,与 波斯 的 往来 也 

十 分 频繁 。 然 而 , 张 星 粮 # 中 西关 通史 料 汇编 ?所 收集 的 详 

尽 资料 表明 ,波斯 人 人 仕 唐 朝 者 , 除 《 唐 书 .波斯 传 3 所 记 之 

王族 利 路 斯 及 其 子 泥 涅 师 外 ,只 有 阿 罗 慷 和 李 元 谅 二 人 而 

已 (1 即使 如 上 去 十 年 代 西 安 发 现 的 苏 谅 妻 马 氏 墓志 所 记 

的 苏 谅 2) 比 起 印度 、 粟 特 以 及 海 东 诸 国 ,也 还 是 要 少 得 

冤 。 这 一 方面 是 由 于 波斯 萨 珊 王朝 在 全 1 年 天 于 新 兴 的 阿 

拉 伯 王国 ,波斯 与 唐 朝 的 交往 虽然 仍 不 断 见 诸 汉文 史籍 ,但 

这 些 波 斯 使 者 多 是 萨 融 后 裔 或 冒 称 使 臣 的 商人 ,地 位 不 够 

【上 村 张 星 粮 & 中 西 交通 史料 汇编? 第 3 册 , 中 华 书局 ,1978 乍 ,126 页 。 

[ 字 ] 关于 与 氏 幕 志 的 讨论 , 见 杏 研 & 良 苏 谅 壹 马 氏 蔬 志 占 》, 必 考 睛 ?1964 年 第 3 

期 ; 伊 本 文教 《西安 出 土 议 蓝 合 蓝 获 广 语言 学 的 试 释 ?以 考古 党报》1964 年 

第 2 期 ;到 . Sundermnanm und T_Thilo,“Zur mittelpersiach chinesiachen (Garabin- 

Schiff aas Xi am beiiurueer cs Jastitza nr Drien rrehung ，XT.3.1966; 械 

Iarmetlae，”“]he Middle Persian - Chinese Bilingual inacription 在 om Hai' an ad the 

fhineee 一 Sasanian Relation”。La Persia nel meaioeaow ，Homa，1971; 日 HIonmbach 

mnd 如 img Spin 上 王 进 平 ;3,“ie Pahlavwi ~- chinesische bilingoe von 加 an”，4era 

Jr ，28，1988; 测 迎 胜 f 唐 苏 凉 村 马 氏 汉 巴 列 维 文 若 志 再 研究 》, 考 古 

学 报 #1990 年 第 3 期 - 



重要 。 奶 一 方面 的 原因 ,是 现存 的 史籍 未 能 反映 历史 的 本 

来 面 通 。 

一 、 新 发 现 的 波斯 人 李 素 及 . 

夫人 卑 失 氏 募 志 

地 不 爱 宝 , 随 普 考古 事业 的 发 展 ,新 史料 不 断 出 现 。 

1980 年 1 月 ,西安 西北 国 柿 四 三 职工 子弟 学 校 操 场 出 土 了 

波斯 人 和 李 素 及 其 妻 捍 失 氏 的 墓志 ,随即 发 表 的 发 据 简 报 只 

就 莫 葬 形制 和 出 干 遗物 做 了 科 单 的 介绍 .并 刊 出 两 方 墓志 

的 图 版 ,但 十 分 模糊 [1 事实 上 ,这 两 方 募 志 为 我 们 了 解 

和信 仕 唐 朝 的 波斯 人 提供 了 宝贵 的 资料 (图 44.45)。 现 将 两 

志文 转录 于 下 [?), 再 艇 讨论 。 

EEC 

大 唐 故 李 府 君 蓝 过 铭 

大 上 庚 故 陇西 郡 李 公理 志 铭 并 序 多 贡 和 进士 王 正 

拱 所 并 书 

公 讳 素 , 字 文具 ,西国 波斯 人 也 。 累 竣 贵 毅 , 代 蓝 

弓 东 , 是 谓 深 根 固 六 , 枝 叶 系 茂 。 公 则 本 国王 之 时 也 ， 

一 一 陈 国 美 & 丁 安 东 交 三 库 唐 总 清 理 记 ?, 芹 古 与 文物 1 部 1 年 第 2 期 ,35 一 31 

虎 。 

图 版 岂 E 了 入 唐 五 代 幕 点 汇编 } 陕 西 卷 第 4 由, 天 当 占 籍 出 版 社 .1994 年 .79、 

叶 7 丰 ; 硬 节 北 太 卷 第 1 肌 .41 点 二 比 识 聊 书馆 项 历 六 皇 剂 拓 林 汇编 ?第 24 

册 ,46 丙 。 录 文 见 周 名 恨 编 4 南 代 意志 汇编 ?下 , 上海 古籍 出 版 社 ,1992 年 ， 

2039 一 2040,2072 一 2073 页 。 周 病 所 据 岳 本 从 住 , 焉 六 有 些 陕 误 , 本 文 据 图 

版 重 冰 ， 录 训 交 见 芝 全 让 六 补 过 ?第 3 册 . 西 安 , 一 奉 出 版 拌 ,1995 全 ,179、 

486 上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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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4 西安 出 土 { 李 素 墓志 }》 

荣 贵 相 承 , 宠 光 恨 灼 。 祖 益 , 初 ,天 宝 中 , 街 自 君 命 ,来 

通 国 好 , 承 我 帝 泽 , 纳 充 质子 , 止 卫 中 国 , 列 在 戏 行 。 娠 

银 青 光 禄 大 夫 检 核 左 敬 骑 常 侍 蕴 右 武 卫 将 军 蝎 紫 金 生 

和 袋 , 特 赐 姓 李 , 封 陛 西 郡 , 因 以 得 姓 也 。 父 志 , 皇 任 朝 获 

大 去 守 广 州 别 驾 上 柱 国 。 公 即 列 驾 之 长 子 也 。 公 天 假 

秀气 , 润 生 奇 质 , 得 裤 是 之 天 文 , 究 巫 咸 立 艺 业 。 担 算 

并 密 , 审 量 权衡 ,四 时 不 元 ,二 仪 无 或 。 大 岳 中 ，, 特 奉 语 

旨 , 追 赴 闲 许 ,考试 娆 多 ,人 莫 能 测 。 三 年 在 内 , 累 授 思 

荣 , 蒙 求 马帮 王 氏 , 封 太原 郡 夫 人 , 兼 蝎 庄 宅 、 上 店铺 ,说 



yw F 

了 

本 池 虞 

共和 藉 寺 者 过 

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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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 

图 45 西 实 出 土 4 学 素 夫 人 插 失 氏 幕 志 》 

均 还 私 第 ,与 夫人 同 归 于 宅 , 仍 令 高 品 四 人 监 临 泰 对 ， 

除 萌 林 待 语 。 四 朝 供 奉 , 五 十 余年 , 退 食 自 公 , 怡 嘉 无 

普 。 去 人 有 子 三 人 , 女 一 人 。 长 子 及 去 早 册 沦 立 。 至 

真 元 六 年 ,不 率 夫 人 倾 逝 。 仲 子 景 做 , 朝 请 大 夫 试 太 常 

航 上 柱 国 字 河 中 府 散 兵 马 使 :季子 景 伏 , 朝 散 大 夫 试 光 

禄 竹 晋 州 防 徇 押 衔 。 时 遭 褐 汇 , 成 悉 幼 牙 , 连 和 这 泣 血 ， 

不 绝 启 声 , 同 顾 民 之 绝 汪 ,得 王 襄 之 孝道 。 公 了 赂 念 仿 

露 , 爱 彰 无 人 ,丧礼 妍 终 , 再 议 婚 取 。 以 真 元 八 年 , 礼 聘 

洗 失 氏 , 帝 封 为 陇西 郡 夫 人 。 有 子 四 人 , 玄 二 人 。 长 子 

加 洲 损 漳 渤 洲 瑟 归 配 庆 > 字 1 



名 24: 

景帝 ,区 先 君 之 艺 业 ,能 博学 而 攻 文 , 身 没 之 后 ,此 万 继 

体 。 次 子 景 玻 , 朝 议 部 试 韩 王府 避 马 5 少子 景 文 , 前 太 

唐 帝 闻 ; 幼 子 景 度 , 前 丰 陵 挑 郎 ;长 妇 礼 适 轴 氏 , 更 岁 而 

背 ; 在 室 之 女 , 因 疾 页 亡 。 哆 呼 ! 公 往 日 历 司 天 监 , 转 

汾 . 晋 二 州长 来 ,出 入 丹 晶 , 栖 翔 凤 忱 , 曾 无 疾 闲 ,里 起 

视 飞 ,天 实 流行 , 掩 鱼 斯 几 , 国 表 其 宝 , 人 之 云 亡 。 时 元 

和 十 二 年 岁 次 丁丁 十 二 月 十 七 日 终于 静 蔡 里 也 ,享年 

七 十 有 四 。 虽 身 没 之 后 , 盛 德 犹 归 ,上 命 宣 传 , 账 责 缮 

香 。 帝 泽 不 史 , 轧 涅 弥 深 , 遂 召 子 景 亮 , 语 问 亦 微 ,对 扬 

无 天 , 握 升 禄 秩 , 以 续 冰 如 ,起 服 兰 输 栋 待 诏 襄 州 南 潼 

县 尉 。 再 立 门 庭 之 贵 , 复 登 禁 掖 之 荣 , 冠 盖 联 绵 , 形 影 

相 冲 。 了 嘴 西 郡 夫 人 与 长 子 景 猎 桂 每 试 安 盾 ,无 不 流 滋 

鸣 咽 。 告 子 卜 择 , 龟 篮 叶 从 , 声 家 有 无 ,以 营 和 还 玉 。 今 

于 万 年 县 泸州 乡 尚 依 村 观 台 里 ,用 年 革 芍 。 时 元 和 十 

四 年 已 卖 岁 五 月 皮 实 诸 十 七 日 甲午 迁 昔 于 此 , 礼 也 。 

故 刻 五 为 纪 . 显 彩 左 德 。 铭 日 : 

卓 哉 李 公 ， 天 降 其 陪 。 涧 生 秀 才 , 人 葛 之 同 。 家 本 

西城 , 身 荣 汉 宗 - 属 勤 头 职 . 惟 公 奉 扯 。 其 一 。 鉴 烛 非 

怎 , 辩 明 不 式 。 二 仪 道 远 ,三 洲 莫 测 。 人 岂 知 之 , 公 为 

自得 。 四 朝 供 奉 , 一 门 缀 职 。 荣 贵 及 时 ,用 光 家 国 。 其 

二 。 魂 归 攻 宅 , 魄 散 青 和 天。 匹 搞 冉 日 , 松 模 生 烟 。 设 陈 

尸 位 ,号 诉 于 多 。 玄 堂 茎 掩 , 刊 百 留 年 。 其 三 。 

大 唐 故 陇西 郡 君 夫人 曹 志 铭 

天文 故 陀 西 郡 儿 和 摆 失 氏 夫 人 神道 墓志 馈 

前 常 刑 义 兴 县 丞 李 元 古 撰 

可 去 珠光 者 ,可 以 外 明 于 物 : 玉 间 者 , 然 于 川 原 。 



本 夫人 族 望 乎 卢 ,家 以 名 上 , 则 盖 园 ,客票 朝 勋 , 体 受 
轴 荧 , 庆 近 此 仰 。 禹 祖 皇 戎 他 右 隅 卫 将 军 刷 之 后 从, 医 

时 定 难 ,文武 简 牛 ,桂林 -- 枝 , 德 扬 京 国 。 祖 皇朝 任 特 
和 进 守 太 羽 林 大 将 军 请 卓 ， 父 皇朝 任 开 符 仪 同 三 司 字 戎 

方 节 度 衔 前 兵 马 使 御 史 中 丞 关 先 。 狐 承 孝 家 重 委 ,以 
安 中 外 。 夫 人 德 风 播 扬 , 累 世 门 风 , 剑 履 相 次 , 恭 侍 母 
仪 , 威 容 自 嫩 , 丽 质 丈 只 。 既 礼 君 子 , 俊 深 岁 年 。 夫 旦 
朝 授 开 府 仪 同 三 司 行 司 天 下 兼 晋 州长 史 输 林 待 语 上 柱 
国 天 国 公 食 虽 -- 千 户 事 素 , 上 明 万 锭 之 总 源 , 中 为 五 百 
之 简 生 ,名 烈 朝 刚 , 声 振 实 宇 。 长 田 右 神 策 军 散 兵 马 合 
兼 正 将 检 较 太子 划 事 景 位 ,次 男 前 登 州 防御 克 衔 景 复 ， 
次 田 宣 德 即 起 复 守 右 威 卫 长 史 翰 林 待 诏 曲 绯 鲁 贷 景 

亮 ,次 男 前 威 远 军 押 循 景 直 ,次 男 前 乡 贡 明 经 景 文 ,次 
男 太 讲 斋 朗 景 度 ,是 以 家 族 庆 次, 京 国 连 落 。 去 人 月 桂 
得 吐 , 风 林 早 春 , 风 彰 节 义 之 德 , 方 期 荣 伟 之 崇 , 何 穿 区 
而 不 祷 , 盔 从 凶 考 之 玉 。 夫 殴 于 元 和 之 末 十 有 二 礼 季 
冬 之 月 ,首尾 六 载 , 不 期 息 降 群 华 之 美 , 夜 月 霹 辑 , 弯 帘 
移 迹 ,长 庆 二 年 十 二 月 廿 八 日 意 镭 斯 福 。 男 等 误 野 吏 

恋 , 故 中 无 告 。 至 长 庆 三 年 四 月 十 三 日 , 安 碍 于 万 年 县 
沪 上 乡 上 短 村 观 他 里 , 衬 旧 莹 次 。 用 显 风 仪 ,以 申 往 
惠 , 刻 石 陈 记 。 扬 于 后 世 。 馈 日 : 

肾 武 令 母 , 容 质 落 著 。 内 以 恩 布 ,外 以 义 取 。 数 爱 
有 则 , 礼 数 合 度 。 显 德 既 朝 , 祸 今 何 伤 。 寅 鹤 斯 逝 , 实 
玫 夜 长 。 至 哀 志 趣 , 有 深 仪 像 。 刻 五 陈 记 , 陪 增 惨 伦 。 
千秋 不 移 , 态 兮 操 望 。 

长 庆 三 年 册 在 癸 卯 四 月 乙 西 凌 十 三 日 本 要 记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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灯 画 于 赴 于 

一 、 李 素 先 人 的 来 历 

志文 说 李 素 是 波斯 王 的 外 矮 .天 宝 年 问 (742 一 756) , 其 

祖父 李 益 率 波 斯 下 命 , 来 唐 朝 出 使 , 因 充 质子 ,机 右 起 再 将 

军 , 在 长 安 宿 上 卫 。 核 k《 册 府 无 龟 ?》 卷 九 七 一 所 记 天 宝 四 和 戴 到 

十 载 的 六 次 波斯 中 使 记载 , 设 有 有 李 益 之 和 名, 也 设 有 纳 质子 的 

记录 [1 事实 上 ,天 宝 时 波斯 已 是 阿拉 伯 帝 国 的 一 个 省 

份 , 虽 有 时 拥 右 一 定 的 独立 性 .但 不 可 能 有 自立 的 国王 址 使 

人 唐 。 所 谓 李 益 奉 命 来 朝 , 差 充 质 子 的 说 法 是 值得 怀疑 的 。 

从 另 - 一 个 角 度 讲 , 按 唐 朝 的 制度 ,都 是 番 王 之 子 在 唐 朝 充 为 

质子 [2 那么 , 李 素 不 应 是 国王 之 蜂 . 而 应 是 国王 之 扎 。 可 

匈 , 李 素 后 人 在 请 人 撰写 墓志 时 ,力图 把 本 姓 与 波斯 王家 联 

系 在 一 起 ,但 不 小 心 露 了 马 脚 。 

李 素 卒 于 龙 和 十 二 年 (817) ,享年 七 十 四 岁 , 则 生 于 天 

宝 二 年 (741j。 从 其 祖 、 父 两 代 人 的 汉化 姓名 来 看 ,这 个 波 

斯 家 族 应 当 从 更 早 的 时 期 就 来 到 中 国 了 。 我 们 知道 获 珊 波 

斯 王朝 破灭 时 , 国 主 卑 路 斯 及 其 子 都 逃 到 中 国 , 随 行 的 当 有 

不 少 波斯 王室 .后 族 及 其 他 贵族 ,甚至 有 的 学 者 认为 仪 凤 二 

【 1] 李 健 超 和 第 者 最 初 发 表 本 文 时 邦 把 其 名 读 作 " 李 益 牢 " ,本 文 恬 订 时 握 朱 天 

甬 洛 的 意见 , 读 作 " 李 益 *。 热 李 刍 超 先 生 检 索 时 ,当然 基 用 李 益 初 的 名 字 ， 

刚 充 唐 时 期 长 安 . 浩 阳 的 西域 人 3》 必 西北 历史 条 究 }1988 年 号 ,西安 ,三 秦 出 

版 柱 ,1990 年 . 笃 页 。 糊 看 李 健 超 《 增 订 唐 两 京城 坊 才 ?二 和 泰 出 版 桂 ,1996 

年 ,431 页 , 靖 恭 坊 条 。 不 过 ,笔者 重 检 4 册 府 元 钊 3, 也 不 见 * 李 益 * 的 各 闻 。 

[ 2】 稚 看 Liean - ahetg Ting， “Hostagee 让 (iinesae Hismnry"，Sadies 只 Renese 

Earl 天 stormy Hamand Univeraity Phea，1961，p- 归 -97 张 荣 芳 译 《国史 上 

的 人 质 3, 载 杨 联 升 5 国 虫 探 微 3 ,台北 , 联 经 出 版 公司 ,1 锅 3 年 ,1 只 一 126 页 。 



年 (677) 波 斯 王 香 路 斯 奏 请 于 礼 果 绑 所 建 的 让 斯 翰 才 . 即 因 

其 二 后 估 景 教 而 为 量 教 过 院 , 个 是 -- 服 人 所 以 为 的 容 

寺 5 时 路 斯 客 死 唐 朝 长 安 ,其 王后 亦 庶 死 于 中 国 。 若 迪 

李 素 出 自 这 个 波斯 二 后 一 上 总 ,倒是 有 可 能 的 。 从 唐 初 以 来 ， 

唐 朝 就 把 大 莱 外 国 质子 种 滞留 不 归 的 使 夸 絮 属于 中 央 的 十 

六 芋 大 将 军 , 宿 下 训 师 ,村 益 大 概 就 是 属于 这 类 的 波斯 人 。 

志文 记 伴 痊 于 标志 任 唐 轴 的 遍 散 大 大 守 广 州 草 芍 寺 柱 

国 ,时 间 据 其 父 天 富 中 任 了 和 共 子 些 素 的 年 龄 推测 , 当 在 赴 

宗 或 代 采 时 期 (756 一 779 年 )。 广 州 为 中 邦 督 罕 , 开 元 时 有 

户 六 万 四 于 二 百 五 十 .从 至 德 二 栽 (47$7) 娩 ,又 是 岭南 五 府 

经 酷 节 度 使 的 治 所 得 别 驾 是 仅 次 于 前 督 的 地 方 氏 官 ,可 

见 李 志 记 任职 掌 的 重要 性 。 据 考古 发 现 的 金 银 器 .钱币 . 销 

文 资料 和 文献 记载 ,学 着 们 己 经 指出 ,以 广州 为 中 心 的 岭南 

地 区 ,从 南 融 到 隋 肯 五代, 与 波斯 地 区 保持 着 海上 的 交往 ， 

同时 也 有 不 少 人 华 的 波斯 人 后 来 从 北方 南下 岭南 地 区 ,其 

牛 尤 以 景 教徒 在 岭南 的 活动 备 受 瞩目 !3) 李 素 墓 天 的 发 

【上 虽 . 也 ，Lealic,， “Persian Toples in Tang China ，Honaurmaenaer Serirw ，35，1981 一 

1983，h-286. 

【2 ] 《元 和 可 县 图 志 } 卷 三 四 到 良 会 要 ?着 七 所 。 

【3 ] 罗 弄 本 { 圭 元 二 代 之 且 教 》, 香 绪 中 国学 社 ,1966 年 ,71---96 真 :Lo Hsiang - tn。 

“Sread 可 Nemorianism in 天 wanglung Pinoe in the Ting ja 珠海 学 报 ?第 5 

期 ,1975 秆 ,218 一 231 页 ; 奖 们 德 丰 7 州 与 海上 丝 希 之 路 上 的 协 兰 人 : 论 进 洪 的 

考古 新 次 现 }, 有 广州 与 每 上 此 网 之 路 ?广州 ,广东 省 社会 科学 院 , 1991 年 ， 
21 一 3 丙 : 士 距 误 & 庄 代 抢 南 的 波斯 人 与 波斯 文化 ?党 中 山大 学 出 学 集刊 3$ 利 

1 辑 , 三 州 : 王 永 人 民 上 出 版 社 :1992 年 ,名 -- 拓 页; Taoadhida Tutaka， “wdHitioewd 

Motea om Sina - 确 iliamas” Aricle on the Sopylian Merchants in China and India”， 

个 ma am Pig diessemedre ago 昌 a 关 raratia Tiang ,ed.A.Cadonna e 工 .1anciot- 

下 Tinemze ，1996，P .33 一 站 ! 剂 健 本 共 对 外 贸易 看 垦 找 崔 南 发 展 的 特点 》， 

《 瞪 南 六 化 新 探 况 论 文 焦 3, 香港 ,更 代 教育 研究 社 ,1996 年 ,297 一 240 页 ， 

渡 滑 并 湖区 租 到 曲 通 入 > 宁 | 



朵 硬 丘 对 十 

现 ,为 前 人 的 论说 提供 了 强 有 力 的 佐证 。 

广州 足 波 斯 等 国 商 骨 从 海上 进 人 中国 的 门户 ,又 是 由 

海陆 了 道 进 人 中 国 的 商 胡 .使 者、 传教 士 离 华 的 口岸 ,内 之 

聚居 了 大 量 的 外 国 侨民 。 唐 中 央 刘 和 鞍 任 命 李 志 这 样 一 位 波 

斯 人 大米 作 广州 别 驾 ,显然 基 为 了 便于 对 当地 业已 存在 的 大 

批 明 人 进行 统治 。 而 卫 我 们 也 可 以 据 此 事 推测 ,波斯 人 在 

这 些 胡 人 中 应 当 占 据 相 当 的 比重 。 

一、 李 素 任职 司 天 人 台 与 希腊 波斯 系 

天 文 善 作 的 翻译 

李 素 是 李 志 的 氏 子 ,他 在 大 历 中 (766 一 779) 被 召 到 训 

师长 安之 前 ,应 一 直 随 父 在 广州 生活 。 墓 志 说 到 他 年 轻 时 

的 学习 情况 和 特长 :“ 公 天 假 秀气 , 洞 生 奇 质 , 得 神 划 之 天 

文 , 守 巫 威 之 艺 业 。 担 算 枢密 , 审 量 权衡 ,四 时 不 息 , 二 仪 无 

起。 表明 他 在 天 文 万 算 等 方面 有 普 特 别 的 才能 ,因此 才 被 

召 到 京师 , 任 可 天 台 的 官员 。 唐 朝 两 京 人 材 济 济 ,为 何 要 不 

撑 万 里 地 从 广州 征集 :个 番 人 了 ? 显然 , 李 素 所 学 的 天 文 

历 算 之 学 ,不 是 中 国 传 统 的 一 套 , 而 是 另 有 新 意 , 告 则 唐 中 

央 朝 廷 似 丰 会 如 此 远 求 贤 才 。 另 外 一 个 原因 , 伙 怕 是 执掌 

梧 天 台 的 印度 籍 可 天 监 宾 呈 雇 于 大 历 十 一 年 4776) 去 

世上 5, 需要 新 的 人 才 补 充 其 问 。 

李 素 的 波斯 人 背景 ,使 我 们 联想 到 以 下 人 们 所 获知 的 

LT】 参看 网 华山 g 良 代 无 学 家 吐 且 课 墓 的 发 现 $. 冯 物 $1978 年 第 10 期 ,49 一 

s1 页 ; 同 绍 度 嵩 4 庙 代 系 击 汇 编 $ 下 ,1795 上 南 - 



史实 。4 册 府 元 优 》 卷 开 四 六 一 兆 部 直 谏 一 二 记载 [4 

元 泽 天 元 二 年 4?7[4} 为 车 中 侍 御 史 、 岭 南 监 夺 使 ， 

会 市 舶 使 .在 威 卫 中 郎 将 闽 庆 立 .波斯 人 及 烈 等 , 广 章 

育 骂 异 万 以 进 。 谋 上 书 谏 日 : “ 臣 闻 和 不见 可 微 使 心 不 

乱 , 是 知 见 向 而 心 臣 妥 。 宁 见 庆 立 等 雕 镀 话 物 , 制 得 麻 

器 ,用 浮 巧 为 玉 玩 ,以 诵 怪 为 异 宝 ,已 理 国之 所 已 豆 ， 

圣 王 立 所 严 罚 , 紊 天 有 圣 谋 , 泪 茹 茵 则 :。…… 

乱 伯 好 邹 已 经 详细 论 让 了 这 里 的 及 烈 , 即 李 安 发 现 k《 大 泰 景 

教 流行 中 国 碑 》 中 提 到 的 “及 到 (Cabriel)” 5 碑 云 :" 圣 历 

年 , 释 子 用 壮 , 腾 口 了 于 东周 ; 先 大林, 下 上 大 笑 , 训 谤 于 本 匀 。 

有 和 若 僧 首 罗 含 . 大 德 及 烈 , 并 金 方 贵 绪 , 物 外 商 僧 , 共振 去 

岗 , 候 维 绝 纽 。 这 是 说 在 式 则 天 上 人 台 后 ,佛教 往 在 东 凸 两 京 

势力 强盛 , 景 教 俏 借 备 受 鞭 层 , 于 是 曼 教 教 团 派 罗 合 .及 烈 

愉 西 方 前 往 中 原 ,挽救 景 教 的 颜 势 。 共 名 还 见 载 于 # 册 府 元 

龟 》 卷 所 廿 五 外 臣 部 赛 异 二 :开元 二 年 (732) 从 月 康成 ， 

旋 斯 王 坦 首 领 潘 那 密 -与 大 德 们 及 烦 来 朝 , 授 首领 为 时效, 赐 

僧 紫 加 壮 一 副 及 市 天 十 下 , 放 还 。 :31 这 里 的 波斯 生 亿 是 

冒 称 , 因 为 大 德 及 更 原本 就 在 唐 朝 的 岭南 ,为 了 其 他 什么 缘 

故 ,在 开元 二 十 年 ,他 又 与 大 首领 潘 那 密 等 来 到 京城 长 安 ， 

[1】 有 宁 本 册 府 无 他 ,中 华 书 忆 影 印 本 ,1989 年 , 1490 页 ;条 看 中 华 书 地 影印 明 

本 ，6547 一 65 和 各。 亏 召 &I 唐 忆 3 着 八 玄 宗 纪 》, 中 华 让 局 标点 本 ,134 

页 :4 唐 会 要 ?人 卷 六 二 谏 谋 放 晰 周 书 》 卷 一 一 一 《4 椰 笃 传 ?。 

[2 ]】 PSaeki，3We Aiestoriamn Domerits unel ReFics 训 CRina ，TJokyo，1937，Ppp. 

好 一 双 . 

【3 ]】 # 漆 本 册 府 元 龟 3 第 4 册 ,3878 页;: 明 本 第 12 册 ,t0454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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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 必然 并 天 了 景 教 卢 势 LI 
学 者 们 也 已 经 指出 ,波斯 景 教 人 继 了 头 了 经 阿拉 伯 和 质 

利 亚 地 区 而 传 来 的 希 腾 文化 ,如 天 文学 .医学 等 ,并 擅长 于 

机 械 制 造 。 开 元 一 年 景 教 僧 及 烈 与 唐 朝 驻 广州 的 市 舶 使 周 

庆 立 一 是 制 造 * 坷 器 异 石 ” , 印 被 看 作 吓 与 明 末 利 玛 密 (Mat- 

teo Ricei) 揽 忆 着 天 文 仪器 而 传教 相 类 的 作法 52-。 及 询 等 

大 的 行动 ,于 到 了 庚 朝 派 到 岭南 的 扔 中 侍 御 史 的 弹劾 ,但 及 

纪 此 后 还 充 使 色 了 长 安 ,可 见 这 些 仪器 是 唐 朝 所 需要 的 。 

此 事 发 牛 在 李 素 出 生 以 前 ,但 说 时 了 广州 -- 带 是 波斯 人 传 

播 西 厅 科 学 技术 的 - -个 基 胞 ,开光 以 后 , 恶 伯 这 个 传统 还 存 

在 , 合 是 波斯 人 的 李 索 上 自 当 受 共 影 响 。 

大捷 中 , 李 素 因 对 天 文 星 历 之 学 的 专长 而 被 征召 人 京 ， 

任职 许可 天 台 (534 前 后 共 主 十 余年 ,经 历 了 代 、. 德 , 顺 、. 宪 四 

朝 和 皇帝, 蝶 终 以 “和 司 天 有 临 亲 亚 州长 虫草 林 待 语 ” 的 身份 ,于 

元 和 了 一 年 (817) 去 二 。 李 素 以 波斯 人 后裔 的 出 身 , 最 终 成 

为 唐 朝 掌 管 天 文 历 算 的 最 高 机 构 司 天 台 的 首脑 ,有 如 开 殉 

时 期 从 印度 来 华 的 胃 县 悉 达 , 幅 呈 讽 父 子 一 样 ,其 于 天 文 廊 

算 之 学 或 波斯 系统 的 天 文 历 算 之 学 的 传人 中 国 一 定 有 所 页 

献 . 惜 意志 文字 重 在 历 官 ,而 略 于 行事 , 故 不 得 其 详 . 但 发 生 

{ 1] 朱 谦 之 4 中 国 景 教 》 ,北京 ,东方 出 版 社 ,1993 年 ,了 1 页。 网 书 1 和 6 页 基 罗 香 

本 上 册 认 为 & 晤 教委 8 中 的 岁 语 . 即 卒 于 最 去 元 全 (710)7 的 波斯 国 大 首长 右 字 

了 将 军 上 性 朵 金城 玫 开 国 公 阿 罗 久 , 吏 $ 扫 元 二 代 之 殿 教 》62 页 ， 此 说 尚 

炊 定 沦 , 和 有 有 英两 罗 博 的 最 新 讨 伦 ,多 训 Fore., “On the So - called 上 Abraham 

下 om Persia- Caae 过 了 istaken 了 entity” ,二 ”加 wrapiiorz Nienrie 怀 写 一 mm 一 

JRm ,by 上 ，Pelhiot， 必 yoto 有 Paria，1996 ，pPp.375 - 423。 

[2 本 诛 轩 藏 5 簿 寿康 旧 #》 汉 译本 ,中 华 书 向 ,1954 年 ,9 贰 。 

[3 可 天 台 原 名 太守 局 , 求 秘书 符 , 攻 在 二 年 (708) 独 立 , 虎 匹 元 年 (758? 改 客 司 

天 台 。 详 参 k 条 唐 书 3 存 四 -E《 百 官 坟 ?》 可 天 台 和 人 条。 



在 他 执掌 司 大 监 时 的 一 件 事 ,值得 重新 讨论 。 

《新 唐 书 》 卷 五 九 《艺文志 》 琴 部 历 算 类 著录 [11: 

《都 利 半 斯 经 ?》 二 卷 贞 元 中 (785 一 805) ,都 利 伙 士 

李 弥 乾 传 自 西 天 笃 ,有 瑰 公 者 译 其 文 。 

陈 辅 &《 寻 斯 四 门 经 》 一 卷 。 

而 《 通 志 》 卷 六 八 旭 云 5 

《都 利 痒 斯 经 ?二 郑 ”本 楚 书 五 见 , 唐 贞 元 初 有 都 

利 术士 李 弥 乾 将 至 京师 , 推 十 一 星 行 志 , 知 人 命 贵 屿 。 

《新 修 婵 斯 本 门 经 》, 唐 待 语 陈 辅 重修 。 

晚 唐 到 宋代 以 "都 利 "“ 培 斯 "为 名 的 反 还 有 一 些 ,但 都 是 由 

上 述 量 种 发 展 而 来 的 ,此 不 蓝 述 [3 

关于 4 都 利 幸 斯 经 ?和 k 培 斯 四 门 经 》 的 来 源 ,迄今 尚 无 

一 斑 的 看 法 。 早 年 , 沙 虹 和 伯 希 和 扔 (和 摩 尼 教 流行 中 间 考 》 
时 涉及 到 这 些 经 典 , 他 们 认为 《都 利 经 》 和 《 嫌 斯 经 ?来 自 中 

亚 , 而 人 四 门 经 ?来 自 北 印度 ,因为 印度 之 二 十 八 宿 分 为 四 

门 541 石田 干 之 助 丰 全 都 利 款 斯 经 ?及 其 会 文 ?》 中 ,收集 了 

中 ,日 文献 中 的 大 量 零 散记 载 , 认 为 是 泥 有 刁 读 文化 因素 的 

[1 中 举 书局 标点 本 ,1548 页 。 

{2 ] 中 华 节 局 影印 & 十 通 ?本 第 1 册 ,1987 年 , 志 80]1 页 。 

13]】 网 上, 志 芭 ] 页 。 

【4 ] 互 .Chavannes 此 P、Pelliot， “in traite manicheen msouve on Chine”，Joaermal 

dricfigue ，XT ser. ，T，1913，pp.168 - 170. 水 地 鸭 译 帮 《 西 域 评 海中 电 考 证 

译名 八 纺 #, 中 华 忆 局 ,1958 年 , 知 责 。 

济 兴 洽 淹 此 党 开 二 请 片 六 地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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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教 天 文学 鞭 作 1 茧 内 清 认为 gf 四 门 经 》 可 能 与 托 蔓 密 

的 Tetrapihies 一 :此 有 关 , 因 为 两 个 片 名 的 意 上 四 都 是 " 日 呀 部 

书 组 成 的 著作 ”2 但 他 的 说 法 设 有 引起 史学 界 的 注意 。 

侯 实 颐 《 论 七 曙 与 十 -- 醒 》, 发 现 教 煌 写本 P.4071 宋 开 宝 七 

年 (4974) 康 遵 批 命 课 中 有 & 隶 斯 经 ?的 佚 文 , 巾 此 展开 讨论 ， 

他 检 出 明 初 宋 湾 不 著 《 禄 命 加 》 的 说 法 ,认为 “都 利 " 即 《 汉 

书 - 陈 浙 传 》 的 部 赖 水 . 今 霸 拉 斯 河 (Talas) ,其 地 在 十 代 的 麻 

局 ,市 康 遵 正 是 出 所 撒 马尔 季 的 康 国 票 特 人 ,因此 以 为 《 娃 

斯 经 ?出 自 西域 , 换 计 之 即 蓝 特 ( 5 姜 们 勤 《 敦 焊 与 波斯 》 

一文 ,引述 中 证 波 斯 到 有 列 维 语 (Pahiavi) 所 写 《 班 达 希 申 少 

《Bandahishmy 和 中 关于 扯 拭 星 占 的 说 法 ,对 比 敦 竹 写 本 《 康 遵 

世 命 课 ? 所 引 佚 文 ,发 现 两 者 有 许多 相近 之 处 ,认为 《都 利 十 

斯 经 是 波斯 占星 不, 经 西 印 度 .中 亚 栗 特 邮 区 ,而 传 到 敦 

煌 . 灵 州 等 地 (4 同时 , 矢 野 道 雄 《关于 唐 代 的 托 勤 密 

普 作 》- 文 ,在 营 内 清 上 述 研 究 的 基础 上 , 进而 认为 “都 利 

召 斯 " 实 即 “ 托 勒 密 ”( 巴 列 维 文 PITMYWS 或 PTILMYWS， 

禾 利 亚 文 P-T-L-MH- 胸 -SS 阿拉 伯 文 B-T-L-M- 

YY- 妈 -3S 的 背 译 ,而 4 四 门 经 》 可 能 是 托 勒 密 的 天 文 昔 

【1] 大 独 石 再 干 之 助 & 吉 利税 斯 经 上 帮 其 怕 广 ?发 羽 几 博 十 害 寿 记 和 念 东洋 由 论 

如 #, 让 郝 ,1950 年; 临 人 人 忻 者 & 下 亚 立 化 由 处 郑 》, 东 京 , 东 峰 文 库 ,1973 年 ， 

69 一 06 页 . 

【> ] 贰 内 清二 2 天文 历法 》, 东 束 :1969 年 .196 一 191 责 ，， 

[【 3] 有 & 选 谷 华 林 *: 忠 林 ?中 , 珀 潜 中 华 节 肯 ,1982 年 ,771 一 793 真 。 

【4] 姜 们 勤 i 误 煌 与 波斯 3 敦煌 研究 y1990 年 第 3 期 ,3 15 页 ; 同 作者 上 敦 烙 吐 

重 栈 文书 已 丝 网 之 路 $ ,北京 文 物 出 版 社 ,1994 年 ,59 经 页 ， 按 江 晓 廊 仍 

指 & 幸 斯 经 ? 广 印 度 情 占 学 ,但 下 担 出 新 的 证 据 ,所 所 摆 4 六 朝 降 唐 传人 中 土 

之 印 虚 天 学 ?说 学 研究 ?第 10 卷 第 2 期 ,1992 年 .2Z70F272 页 ; 交 载 所 黄 

各 大 学 真 几 》, 避 阴 ,辽宁 载 育 出 版 社 ,1991 年 ,353 一 355 机 。 



作 7etreatislos' 1 

学 术 上 的 疑难 趣 准 越 朋 必 都 利 圭 斯 经 y》 和 《四 门 经 》 的 

和 着 释 就 是 一 个 生 本 的 例 迹 。 姜 伯 蒜 先生 找到 的 内 证 和 和 时 

道 摊 氏 绝 抄 的 对 音 和 释义 ,使 我 们 中 以 把 他 们 各 自 独 立地 

得 出 揭 结 论 综 合 起 米 。《 都 利 夺 斯 经 》 有 K《 四 门 经 ?》 源 出 希 肛 

托 勒 密 的 大 文学 著作 ,经 过 波斯 天 的 转译 和 改编 , 疝 东 传 

播 ,其 中 有 有 传 到 瑟 印 度 的 文本 ,经 过 茶 些 改造 ,最 后 在 贞 亏 

万 年 由 李 虹 喜 带 到 中 国 。 

车 昂 乾 其 人 , 采 尖 《 禄 命 诬 # 说 他 是 敖 轴 门 伎 士 , 自 不 待 

状 。 右 四 二 之 助 注 意 到 唐 朝 人 华 波 斯 人 多 姓 李 氏 ,他 举 出 

孟 月 本 天 平 八 年 (736) 遵 唐 融合 中 站 名 代 赴 日 的 波斯 人 村 

密 匿 、 唐 未 人 楚 的 波斯 人 杰 琐 及 弟 李 琉 , 办 而 脐 测 李 弥 乾 或 

许 也 旦 波斯 人 524 其 说 至 当 , 对 此 还 可 以 补充 艇 宗 时 献 沉 

香 亭 子 材 的 “波斯 强人 李 苏 训 " 4314 李 素 墓志 的 发 现 .更 加 

强 了 入 应 波斯 人 多 以 李 为 姓 的 认识 , 志 就 更 加 重 了 李 弥 乾 

为 流产 人 的 可 能 性 。 无 论 如 何 , 李 弥 蓝 在 李 索 任职 可 天 台 

时 ,把 波斯 天 文学 著作 《都 利 丸 斯 经 》 带 来 ,并 由 刺 公 详 出 ， 

位 乎 不 是 斧 然 的 ,这 很 可 能 像 中 县 悉 达 任 太 虫 监 时 译 出 印 

度 & 九 热 让 ? 一 翌 , 李 素 任职 司 天 台 时 ,也 理所当然 地 会 协助 

自己 的 同 多 把 源 出 察 乡 的 天 文学 鞭 作 转译 出 来 。 另 一 位 重 

修 k 事 斯 四 门 经 》 的 陈 辅 , 则 很 可能 在 同一 时 间 具 与 李 素 同 

[ 1 ] NGchio Yarno， “上 Meate on Piulany 茹 China7 ，Poecunenas o dnfibes Per 

Ah Crtrai aes ci Cellapie Fianco - Jaroniois Nero 和 -8 ontopre 68， 
SAkirm Hanedu ，Kyotn、1990、pp-217 ~- 220. 

[2 石 配 干 之 瘟 t 都 利 事 斯 经 及 其 佚 文 》. 东 亚 文 化 由 以 考 $.699 页 。 

[3] 《有 昌 计 上 ?只 一 上 上 - 事 讽 传 》,4453 页 生 资 治 遂 鉴 } 郑 二 四 二 ,长 天 四 让 :所 月 

了 丁 未 和 革 , 中 华 书 贞 入 人 本 ,7839 区 ,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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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 翰林 待 语 , 内 此 得 子 其 事 。 

李 素 事迹 的 揭示 ,使 我 们 条 理 出 唐 朝 与 波斯 天 文 历 算 

之 学 交往 的 脉络 ,并 江 清 了 一 些 史 实 。 托 勒 密 天 文学 著作 

由 希腊 经 波斯 .后 度 而 进入 中 国 的 事情 ,是 值得 我 们 在 中 西 

变通 史上 大 节 特 书 的 事情 。 

四 、 李 素 诸 子 的 入 仁 唐 朝 

李 素 先 变 王 氏 ,生子 二 人 ,名 最 优 ( 又 各 位 ) .最 优 ( 又 名 

复 )。 王 氏 去 指 后 ,于 贞 元 八 年 (792) 续 李 摆 失 氏 ,生子 四 人 ， 

名 景 赏 , 景 弘 (又 名 直 ). 景 文 . 景 度 。 王 氏 曾 受 封 为 术 原 郡 夫 

人 ,但 好 未 必 是 太原 郡 出 身 。 卑 失 氏 蔓 志 称 " 族 望 平 卢 ,家 以 

(于 ) 侍 上 ” , 平 卢 厚 在 萌 州 ,后 徙 青州 ,名 上 庶 即 关内 道 的 分 

州 地 区 ,但 从 她 的 姓 玉 看 ,应 系 东北 突 愿 部 族人 居 关 内 者 。 

I9%3 年 西安 西 郊 惠 园 村 发 现 " 唐 特 进 右 卫 大 将 军 雁 门 郡 开国 

公 " 伸 失 十 宫 幕 ,志文 说 幕 主 人 “ 亲 连 右 地 , 京 天 山 之 灵 ; 子 族 

左 贤 , 含 诅 洋 之 气 “ (1 " 左 贤 "“ 右 地 "都 是 匈奴 的 代称 ,在 唐 

朝 借 指 罕 丰 或 回 散 。 介 失 十 囊 应 是 从 漠 北 人 唐 的 突破 系 蕃 

族 , 后 家 于 长 安 礼 泉 里 ,开元 二 十 五 年 (737) 座 (21 让 失 即 个 

失 , 可 见 李 素 的 续 襄 ,是 著 人 间 的 内 部 通婚 。 据 此 推测 , 李 素 

的 第 一 位 夫人 王 兵 ,或 许 也 是 疼 族 。 

不 沦 李 素 夫 妇 在 婚姻 上 如 何 保 持原 来 基 人 的 习俗 ,他 

[1 李 域 狠 { 西 安西 郊 唐 慷 失 十 惠 消 理 入 报 3》 必 文博 ?1985 年 第 4 期 。 

[2 】 和 看 李 健 越 4 也 良 时 期 长 安 , 洛 阳 的 西域 人 #, 攻 西北 让 呆 新 究 》1988 年 与 .后 

殉 。 



们 的 几 子 们 却 都 已 完全 进 人 中 国 社会 .在 上 唐 朝 各 级 衙门 中 

供职 -《 李 素 志 》 和 《 卑 失 兵 志 》 对 他 们 都 有 所 记载 ,但 因为 

两 志 产 和 牛 的 年 份 相 差 数 年 ,故此 个 别人 的 地 位 有 所 灾 动 。 

李 姑 优 或 地 最 位 ,《 李 素 志 ?说 他 作 河 中 府 散 兵 马 使 ， 

《 打 失 氏 志 》 作 神 策 军 散 兵 马 使 菊 正 将 。 河 中 府 为 河东 道 首 

府 , 折 为 藉 州 ,开元 九 年 改 为 河中 府 。 或 许 李 景 优先 在 河中 

府 任 职 , 后 改 隶 神 策 军 。 据 《 资 治 通 鉴 3 卷 二 一 二 记载 , 唐 朝 

在 贞 元 一 年 {787) 有 - -次 检 括 西域 胡 容 的 举措 ,月 的 是 把 原 

出 鸿 贱 圭 供 给 而 已 在 长 安 有 田 宅 者 停 其 给 ,使 之 分 隶 于 神 

策 两 盏 ,王子 ,使 者 为 散 兵 马 使 或 用 和 牙 , 余 皆 为 卒 "111 依 

字 素 的 生年 和 其 续 变 捍 失 氏 的 年 份 , 本 景 任 任 神 策 军 散 兵 

马 使 的 时 间 可 天体 上 推测 在 贞 元 一 年 以 后 , 而 他 察 正 好 蕉 

补救 赐 庄 宅 店 铺 , 则 他 志 可 能 是 被 作为 波斯 直子 或 佑 者 的 

后 人 而 受 封 此 职 的 。 

李 景 伏 或 李 景 复 , 任 普 州 防 物 押 衔 。 亚 州 在 河东 道 , 隶 

属于 河中 府 , 李 景 优 任 此 联 显 然 和 他 父兄 都 在 这 两 地 任 过 

职 有 关 。 

李 景 关 "和 偶 先 狸 之 艺 业 , 能 博学 而 长 文 , 身 没 之 后 ,此 万 

继 体 "起 服 辞 痊 林 待 启 春 州 南 漳 县 尉 "(《 李 素 志 》) ,是 诸 

子 中 唯一 继承 父 业 的 人 。 囊 州 在 山南 道 ,《 香 失 氏 志 》 说 伍 

任 " 宝 德 邹 起 复 守 右 威 卫 长 史 翰 林 待 闸 赐 绯 侍 袋 ", 表 明 他 

后 米 回 到 京城 ,在 右 威 五 任 长 史 , 但 不 知 他 以 后 的 情形 好 

何 。 

李 景 弘 或 李 景 直 , 李 素 志 》 说 他 任 “ 朝 议 郎 试 韩 王府 司 

马 《利和 失 氏 志 放 则 说 他 是 “前 威 远 军 挥 答 "。 《但 唐 书 》 卷 一 

[1 中 华 刷 局 标点 本 ,73482- 一 7493 页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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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六 《4 肃 过 代 宗 请 子 传 训 :“ 韩 王 遇 , 代 守 第 上 七子。 以 母 宠 ， 

既 生 而 受 封 , 虽 冲 和 范 , 恩 在 郑 于 之 亚 。 宝 应 元 年 (762) , 封 韩 

王 。 贞 元 二 二 年 (796) 莫 ,时 年 四 才 七 。 ”1 知 李 景 双 在 韩 

王府 任 了 , 时 在 宝应 元 年 刘 贞 无 十 二 年 问 ,此 后 大 概 转 为 威 

和 迹 军 择 简 ， 

李 景 交 先 为 “太庙 斋 朗 ”( 禁 素 志 ,后 为 乡 贡 最 经 

( 审 失 氏 志 鸭 。 作 为 唐 志 和 皇 察 太 认 里 的 裔 郎 , 李 景 文 芭 经 

进入 良 朝 星 家 礼仪 的 核心 部 分 ,而 其 后 来 翅 为 乡 贡 有 明 经 , 表 

明 这 个 家 庭 的 波斯 人 后 商 已 皮 完 全 汉化 。 

李 景 度 , 李 素 志 # 说 他 是 让 陆 挽 郎 , 昌 失 氏 志 ?3 已 成 为 

太庙 音 郎 。 丰 陵 昨 唐 顺 宗 李 请 的 能 幕 ,805 年 人 药 , 则 李 景 

尊 在 此 后 一 段 时 间 里 在 丰 陵 任 挽 艺 ,也 是 唐 朝 礼 制 中 的 角 

色 。 在 长 医 三 年 (823) 其 母 去 世 时 ,已 转 为 太庙 裔 郎 了 。 

因为 李 素 一 家 在 长 安生 活 了 数 十 年 , 诸 子 也 者 在 长 安 

或 附近 的 关内 道 和 河东 道 任 职 ,一 步 步 地 走向 汉化 ,其 子 从 

武 职 宇 将 狐 渐 转 为 唐 朝 礼 仪 中 的 角色 ,其 至 成 为 乡 贡 明 经 ， 

正 基 这 种 逐 计 汉化 的 表征 。 

五 、 李 素 与 长 安 景 教 

在 李 素 诸 子 的 名 字 中 ,都 有 一 个 至 堪 注 意 的 “ 景 " 字 ,这 

固然 是 按照 汉人 的 排行 方式 来 起 名 ,但 选用 " 景 ?" 字 而 不 用 

其 他 , 似 非 偶然 -“ 景 " 字 是 县 教 最 常用 的 字 , 以 《 景 教 碑 }》 为 

例 ,， 教 称 景 教 ;教会 称 景 门 ;教堂 称 景 寺 ; 教 主 蝇 景 尊 ,又 日 

[上 中 华 -书局 标 点 相 ,3392 一 3393 页 



景 日 ;教规 日 景 法 :其 传播 日 景 风 ;其 作用 日 景 国 ,已 基 福 ， 

怕 景 命 ; 教 徒 日 晨 众 ;教士 日 景 士 ; 僧 之 命名 者 有 最 净 . 景 

福 . 景 通 等 . "11 上 上 文 我 们 谈 到 , 李 素 的 天 文 量 历 方面 的 名 

识 , 很 可 能 是 从 广州 的 景 载 僧侣 那里 学 来 的 。 而 在 他 主持 

下 锋 译 的 《四 门 经 》, 又 见于 敦煌 发 现 前 最 教 写 着 《 尊 经 》 所 

列 的 景 教 经 典 日 录 当 中 。 这 批 景 教 经 典 是 大 秦 寺 景 教 高 借 

景 净 在 建 中 . 贞 元 年 间 所 译 , 正好 也 就 是 李 素 组 织 翻 详 《 培 

斯 四 门 经 ?的 同时 。 因 此 ,虽然 由 于 经 本 已 履 ,日 前 我 们 木 

敢 赔 两 彰 就 是 一 杰 书 ,但 可 以 肯定 两 者 之 向 一 定 有 关上 (2 
如 果 把 这 些 因 束 结合 在 一 起 来 看 , 李 素 诸 子 以 * 景 " 字 命名 ， 
或 许 暗示 着 这 个 家 族 固 有 的 景 教 信 佩 。 

更 值得 注意 的 是 《大秦 景 教 流 行 中 国 碑 } 建 立 于 “大 良 
建 中 二 年 (781) 岁 在 作 旺 太 艇 月 七 日 大 胡 森 文 日 ", 地 点 当 

在 长 安 义 宁 坊 大 泰和 雷 !3)1 其 时 李 素 一 家 正在 长 安居 住 , 李 
素 在 司 天 台 任 职 。 昌 然 说 天 宝 四 载 唐 朝 得 知 景 教 来 自 大 

秦 ,但 从 t 景 教 碑 》 所 列 叙利亚 文 景 教 徒 从 的 名 称 来 看 ,其 时 
长 安 的 景 教徒 主要 是 波斯 人 504) 这 是 阿 罗 本 、 汪 那 密 .及 烈 

[1 ] 朱 谦 之 & 中 国 景 教 》 ,130 页 -。 

【2 石田 十 之 助 《 部 稍 寺 斯 经 有 虽 其 忌 文 $ 《东亚 文化 更 欠 考 $,697 页 ; 朱 谱 过 

《中 国 早 教 ?,114 页 。 

[3 ] 基于 最 教 碑 的 出 土地 ,有 长 安 说 和 效 屋 说 ,天 看 朱 谦 之 4 中 国 景 教 978- 81 

页 的 慨 术 。 此 处 用 洪 业 说 , 见 所 配 # 豫 基教 碑 出 土 于 攻 耕 说 》,《& 中 学 年 报 》 

第 上 郑 第 4 期 ,1932 年 ,! 一 12 下 ， 较 新 的 讨论 还 有 地 弘 欠 4 妊 孝 御 出 土 时 
地 的 上 L 个 问题 # 必 铺 包 成 教授 绾 爹 沦 文集 中 国 忠 新 论 》, 台北 ,学 生 书 局 ， 

1985 年 ,547 一 574 页 ; 朵 司 殊 & 部 厘 大秦 寺 为 唐 代 景 寺 质 晤 )》,《 世 界 宗教 妍 
完 ?2000 年 第 4 期 。 

人 下，Pel]iof ， 天 erfercehes SU HEs [retiens 则 7 4rie centrade 上 过 gremie Orienr， 

了 T: Z Stele 和 贡 - Negan 一 Fo Parns 1984)4 有 基 千 利 亚 和 各 的 波斯 语 还 
大 . 

[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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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6 《大 奉 景 教 流行 中 国 碑 》 上 的 李 索 题名 

以 来 直到 景 净 的 长 安 景 教 教 团 的 传统 [15 如 果 我 们 说 地 

素 信 奉 最 教 的 话 ,他 不 应 当 不 参 季 像 建 立 4 景 教 碑 》 这 样 一 

件 和 人 唐 景 教徒 有 哆 以 来 最 大 的 事 , 即 为 本 教 树立 丰 丰 。 利 

文 “ 大 耀 森 文 " 源 出 波斯 语 !2) 己 透露 了 和 参 闻 其 事 者 有 懂 波 

斯 历法 的 人 在 。 细 审 碑 文 ,我 们 惊喜 地 发 现 , 李 素 字 文 页 的 

“ 字 ” ,就 金 刻 在 《 景 教 碑 》 侧 叙利亚 文 和 到 文 对 照 书写 的 僵 

侣 名单 左 侧 第 三 栏 ( 图 46) , 作 * Daka( 路 加 )《 僧 文 贞 ”" [3 

[1】 阿 罗 本 之 为 波斯 人 锅 《 计 会 要 #》 状 四 九 , 语 那 害 和 及 殉 见 上 引 《 册 府 元 所 ?着 

畴 七 一, 景 净 久 《上 丰 元 新 定 条 教 月 孙 ? 郑 二- 廿 《般若 三 藏 续 赤 译 经 忆 ?- 

[ 2 ] P. TSaekij，7Ue Nestoriarr 站 orttmemu sand elpes 站 Hina ，Takyo 1937 ，PP. 

4 咎 -4 页 。 

13】 较 清 断 的 图 版 见 居 伯 好 训 & 县 教之 研究 $, 京 .1935 年 ,377 贞 , 第 妇 图 , 估 

看 多 3 页 此 朱 谱 之 4 中 国 景 教 $162,223 页 。 



从 李 素 的 年 代 和 事迹 来 看 ,把 两 处 的 “ 文 贞 " 勤 同 为 一 人 是 

设 有 和 企 何 障碍 的 ,而 且 景 教 备 但 可 以 讲 妻 生子 也 是 人 所 共 

知 的 常识 [1 自明 天 启 一 年 {1623)《 大 秦 景 教 流行 中 国 

碑 少 发 现 已 来 ,和 色 今 已 一 百 儿 年, 布 关 的 研究 论著 数量 惊人 ， 

但 限于 史料 ,多 年 迷 进 步 不 大。《 李 素 墓志》 的 发 现 和 其 名 

文 真 在 4 景 教 碑 》 中 的 再 发 现 , 必 将 有 助 于 我 们 对 《 景 教 碑 》 

的 进步 研究 !24 

《 李 素 墓志 》 和 8 外 失 氏 墓志 》 的 发 现 ,使 我 们 比较 完整 
地 看 到 一 个 波斯 家 族 在 唐 朝 的 后 活 什 定 情 形 ,特别 是 天 宝 
以 后 波 斯 人 的 人 仕 唐 朝 , 此 前 未 见 记载 ,所 以 更 加 显得 除 
贵 。 而 李 文 贞 其 名 在 《 景 教 碑 》 上 的 发 现 , 使 我 们 加 深 了 流 
斯 人 之 信奉 景 教 ,以 及 景 教 与 波斯 天 文 历法 的 联系 等 方面 
的 认识 ,也 为 重新 论证 《 景 教 碑 》 的 真实 性 及 其 历史 内 涵 提 

供 了 新 的 出 发 点 。 
以 上 仅 就 两 方 莫 志 涉及 的 问题 略 做 考释 ,相信 随 着 研 

完 的 深入 ,材料 的 续 出 ,一 定 能 进一步 汪 清 墓志 所 记 的 史 
实 。 所 论 容 有 不 当 , 请 方 家 指正 。 

( 原 腹 《 仇 朗 学 在 中 国 论文 集 } 第 二 集 ,1998 年 

“1 ] 宋 谦 之 4 中 国 累 教 》,134 一 135 所 ,140 页。 
【2 ] 我 的 学 生 陈 怀 宇 认为 ,基教 碎 ? 五 侧 第 二 栏 所 列 之 "Jeeudad 秋 福 ” ,或 即 李 

率 次 子 原 伏 , 交 作 景 复 , 字 本 不 定 ,“ 址 "会 " 译 癌 。 昌 代为 李 素 前 过 王 氏 

所 生 , 王 氏 识 于 换 元 六 年 ,故此 年 代 志 设 有 问题 ,只 是 栈 志 均 记 景 伏 任 再 州 

防御 择 得 ,和 不知 其 时 是 否 在 长 安 。 庆 此 聊 大 一 说 , 待 通 人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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敦 焊 归 义 军 埋 氏 统 治 者 为 
桶 特 后 裔 说 

一 、 敦 煌 归 义 军 史 概 说 

归 义 军 的 历史 大体 上 可 以 分 成 两 个 阶段。 前 期 的 归 立 

军政 权 主 要 电 张 氏家 族 掌权 , 自 848 至 9I4 年 (包括 金山 

国 ), 后 期 政权 由 专 氏 家 族 掌权 ,. 自 9414 至 1036 年。 

自 安神 避 叛 乱 后 , 吐 攻 陆 续 占 领 了 包括 敦煌 在 内 的 河 

西 地 区 。848 年 , 沙 州 土豪 张 议 潮 率 众 起 闪 , 赴 走 吐 藉 守 

将 ,归附 唐 朝 。851 年 , 唐 朝 设 立 归 义军 ,以 张 议 潮 汶 节 度 

使 。861 年 , 张 议 潮 率 蕃 冯 兵 艾 占 凉 州 ,势力 达到 最 盛 戎 。 

以 后 . 随 着 840 年 自 漠 北 (蒙古 高 皮 ) 西 迁 的 同 岗 势力 进入 

天 出 东部 地 区 和 河西 走廊 ,大 概 在 866 年 , 仆 固 俊 创建 了 本 

州 回 骨 ( 酝 回 鲍 ) 政 权 。867 年 ,全 张 淮 深 代 张 议 潮 掌 妆 义 

” 第 考 2000 年 5 月 虽 上 日 站 以 本 文 在 日 本 大 匠 大 学 做 过 讲演 ,并 就 一 些 问 题 

与 森 安 孝 夫 .吉田 和 于 .起 内 继 人 . 胡 册 于 上 晴 裔 氏 进 行 过 讨论 。 



至 政权 ,但 设 有 得 到 让 朝 的 文 持 。876 年 , 归 义 军 西部 重 和 镇 

人 州 被 西 四 船 攻占 。 东 面 的 填 州 .看 州 也 靳 渐 被 进 人 河西 

的 后 偶 占领 ,这 冯 回 锅 扑 万 建立 了 十 州 回 休 政 权 。890 年 ， 

张 锥 识 被 东 , 沙 州 内 配 , 议 淹 子 张 锥 易 . 姑 索 勋 . 姑 李 明 振 请 

了 (5 张 议 潮 外 孙 莫 ) 、 孙 张 夭 奉 相继 掌权 。 内 乱 进 .- 步 前 弹 

了 归 广 军 的 方 量 , 辖 境 缩小 ,基本 上 只 能 保有 瓜 . 沙 二 州 六 

镇 的 范 周 。907 年 , 朱 全 出 废 唐 朝 旦 沉 而 建立 大 粱 政权。 

消息 传 到 敦煌 ,910 年 , 张 承 奉 自 称 白 衣 帝 ,建立 金 出国, 但 

很 快 被 以 唐 朝 外 和 和 肯 全 的 甘 州 同 山 可 洗 击 由 , 订 立 了 * 可 省 

是 父 ,天 子 是 子 " 的 城下 之 盟 。 

914 年 , 曹 议 爹 !{ 名 人 三 吊 ) 取 代 张 厌 奉 , 刻 金 山 国 , 恢 复 
归 尺 军 节 度 使 的 建 般 ,开创 了 曹 氏 归 义 军 时 代 。 他 与 东 面 

的 甘 州 因 秽 各 丁 面 的 于 疼 王 国联 姻 , 在 918 年 道生 中 原 干 

朝 ,受到 后 深 的 封 赠 ,中 原 使 者 远 到 沙 州 赠 官 , 普 议 金 为 此 

在 募 高 罕 建 大 弄 洞 富 (98 窜 ) 来 庆贺 。%5 年 , 曹 议 金 供 甘 
州 回 休 内 乱 ,发 兵 征 讨 并 打败 甘 州 凹 艇 ,确立 了 曹 氏 为 父 ， 

甘 州 可 计 为 子 的 新 格局 。935 年 , 曹 议 念 卒 , 其 子 曹 元 德 即 
仔 , 与 甘 州 美 系 破 裂 。939 年 , 曹 元 德 广 , 弟 昔 拒 深 即 位 。 
942 一 943 年 , 借 后 普 册 封 于 园 王 可 圣 天 的 使 者 回 京 , 萌 匹 诬 

与 甘 州 和 好 ,并 址 使 与 中 原 王 朝 沟 通 。944 年 , 曹 元 深 卒 ， 
弟 曹 元 忠 即 位 。 在 曹 元 忠 统 治 期 间 , 归 多 军 文化 昌盛 ,政局 
平移。 而且 与 东西 回 休 ,西方 于 阅 和 东 面 的 中 诛 王 朝 友 好 
区 往 。950 年 .于 阅 与 黑 昔 王朝 攻 战 , 曾 向 归 义 军 求援 。974 

年 , 划 元 忠 卒 ,全 昔 延 茶 即 位 , 归 义 军 势力 渐 台 。976 年 , 营 
延 恭 卒 , 弟 曹 延 禄 即位 。1002 年 , 昔 延 禄 被 杀 , 族 子 曹 宗 寿 
即位 。 敦 煌 文书 最 晚 的 一 件 纪年 就 到 1002 后 ,以 后 的 归 立 
车 史 只 有 史籍 的 片段 记载 。1014 年 , 曹 宗 寿 卒 , 子 曹 贰 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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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 停 。1036 年 ,西夏 占领 沙 州 (1 

从 中 原 王朝 的 访 史 来 说 ,水 州 归 立 军 经 历 了 晚 唐 、 五 

代 . 宋 初 三 个 历 虫 时 妖 。 在 晚 唐 时 期 , 归 义 军 本 是 唐 朝 在 大 

中 五 年 设立 的 一 个 军 镇 ,但 叔 于 位 于 中 原 于 朝 “ 王 命 所 不 

盈 "的 西 下 一隅 一 一 部 煌 ,因此 与 唐 朝 其 他 的 方 镇 不 同 , 具 

有 很 强 的 独立 性 。 到 了 五 代 时 期 , 曹 氏 统治 者 虽然 还 称 作 

钞 州 归 祥 军 , 但 实际 上 已 经 是 - :个 独立 的 地 方 王 国 ,新 用 

《五代 史 》 附 于 & 吐 蕃 传 9 发 宋 史 》 网 放 在 & 外 国 传 》, 必 宋 会 要 

也 放 在 《 蕃 夷 部 y。 由 于 敦煌 处 在 中 西 交 往 的 孔道 上 , 东 往 

西 来 的 各 国 使 者 . 异 估 都 要 经 过 这 里 , 归 义 军 的 周边 地 区 为 

回 角 .此 着 、 党 项 于 阅 等 民族 占据 ,所 以 , 归 义 军 虽 然 是 一 

个 以 痢 人 为 主体 的 政权 ,但 其 民族 的 多 样 性 和 政权 的 国际 

性 ,使 它 与 五 代 时 期 其 他 以 汉族 为 主体 的 地 方 政 权 有 许多 

不 同 ,加 之 敦煌 文献 和 洞 寅 保存 了 丰富 的 资料 ,使 得 归 义 军 

的 研究 具有 特殊 的 旨 趣 和 意 尺 。 

然而 ,由 于 中 国 传世 的 典籍 对 归 义 军 没 有 系统 的 记载 ， 

出 土 的 敦煌 文书 又 大 客 数 支离破碎 ,迄今 为 止 , 归 义军 史 研 

宛 虽然 有 许 才 进步 ,但 还 有 不 少 问 题 遗 留 下 来 。 本 文 拟 选 

取 有 关 归 义军 草 氏 统治 者 是 否 杰 特 人 后 毅 的 问题 进行 讨 

论 。 关 于 曹 氏 出 自 中 亚 的 粟 特 人 ,前 人 有 过 这 样 的 猜测 ,但 

没有 论证 。 我 在 研究 归 义 军 史 时 ,一 直 为 这 个 疝 题 所 困扰 。 

这 里 只 就 这 一 说 法 提出 一 些 可 能 的 旁证 ,更 主要 的 目的 ,是 

通过 这 样 的 思路 来 理解 粟 特 后 裔 在 归 义 军政 要 中 的 地 位 和 

影响 。 

[ 1] 难看 荣 新 订 .《 归 义军 史 研 究 一 -唐宁 时 代 教 煌 历史 考 索 》 第 一 章 t 太 事 纪 

年 ? 战 以 下 各 章 的 详细 论证 ,上 海 声 籍 出 版 社 ,1996 年 。 



二 、 曹 议 金 的 来 历 之 谜 

敦 烛 文书 各 英 此 宣 题 记 中 ,部 说 曹 议 金 家 族 的 郡 望 是 

谁 郡 ,如 与 于 919 年 的 P.3718(8) 久 张 和 尚 {( 喜 首 ) 瑟 真 操 》 中 

说 “ 遵 遇 尚 书 谁 公 , 秉 政 光 污 ”"(11 义 莫 高 帘 第 100 帘 征 道 

题记 有 * 准 者 井 由 人 各 某 元 德 " 121 自 机 振 玉 以 来 , 归 义 军 中 

的 研究 者 一 般 都 信和 从“ 旋 郡 草 氏 "的 说 法 。 稚 郡 在 今天 的 安 

徽 毫 县 ,三 同 中 魏 国 的 创立 者 划 操 就 出 下 这 一 门 。 曹 操 一 

族 并 非 高 门 , 但 曹魏 立言 .使 谁 郡 曹 氏 自 魏 晋 以 来 成 为 上 

族 。 到 了 唐 朝 , 更 为 望族 。 北 图 位 79 导 (8418)《 贞观 姓氏 

录 》 毫 州 旋 群 七 姓 中 有 萌 氏 ;3.2052 开元 时 的 《新 集 天 下 姓 

望 氏 族谱 》 训 州 谁 群 十 姓 中 , 草 氏 名 列 第 一 [31 如 果 曹 议 

金 家 族 真 的 出 自豪 州 谁 和 郡 的 萌 乓 , 则 确实 是 敦煌 地 区 的 甸 

门 望 族 了 。 然 而 ,部 烛 的 训 那 草 反 一族 在 草 议 金 出 现 以 前 

没有 多 到 任何 记载 ,所 以 草 议 金 的 来 历 是 个 谜 。 

根据 我 们 今天 对 敦煌 社会 和 敦煌 氏族 的 研究 成 果 , 上 自 

北朝 隋 圭 一 直到 五 代 宋 初 , 高 煌 的 大 族 保 持 了 他 们 在 敦 类 

社会 的 政治 .经 济 . 文 化 上 的 优越 地 位 , 改 朝 软 代 世 没有 从 

根本 上 改变 其 威望 。 因 此 ,一 些 强 丰 力 的 家 族 在 敦煌 的 存 

【1 羡 伯 勤 .项 楚 . 荣 新 江 著 # 敦 析 鼻 真 盏 校 民 并 研 究 ? ,台北 ,新 充 下 出 版 公司 ， 

]994 年 ,233 页 。 

[2 ]】 这 析 研究 院 饥 《4 部 煌 莫 商 病 供 养 人 题记 ,北京 ,文物 出 版 社 , 1986 年 ,49 

页 。 

[ 3 】 唐 耕 克 等 & 敦 煌 社会 经 济 立 献 真迹 释 录 ?一 ,此 京 , 书 日 文献 出 版 社 , LI986 

证 ,86.95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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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往往 持续 几 个 其 红 。 现 存 的 敦煌 《名 族 志 》 改 家 传 》. 地 方 

志 . 避 上 丰 赞 .墓志 饮 和 莫 高 窒 的 碑记 .供养 人 题记 等 资料 ,部 

集中 展 了 贡 了 从 庙 朝 经 旺 碰 到 归 祥 军 时 代 敦 煌 几 个 天 族 生 要 

而 且 稳 轩 的 地 位 ,如 P.2625《 敦 煌 名 族 志 》 所 记 的 张 氏 . 阴 

氏 . 寄 氏 ,等 等 (14 如 果 缘 议 金 山 白 于 和 郡 草 拱 ,这 一 -高 门 天 

姓 至 少 庶 妆 吐 幕 统治 部 煌 以 前 计 到 蔓 烛 的 ,那么 ,到 五 代 

时 应 当 已 在 几 代 人 , 他们 的 消息 庶 当 留存 在 敦煌 的 文书 和 

莫 高 寅 的 题记 当中 。 但 是 ,在 蔬 知 的 材料 当中 ,中 了 有 关 曹 

议 金 家 族 的 资料 外 ,很 难看 到 有 关 论 辞 曹 氏 的 记载 ,这 就 使 

我 们 不 得 不 怀 叶 , 此 议 爹 其 人 到 底 是 从 哪里 来 的 ? 

敦煌 之 和 汉族 出 身 的 萌 姓 人 家 ,可 以 近 谢 到 东汉 时 期 ， 

其 中 最 有 名 的 是 昔 全 ,因为 西安 碑林 中 保存 着 书法 史上 著 

名 的 《 背 全 修 ? 《 萌 全 政 》 称 他 是 “敦煌 效 和 谷 人 ”, 萌 氏 先 人 

白 秦 议 之 际 就 “分 止 右 扶 风 , 或 在 安定 ,或 处 武 都 ,或 居 陇 

西 , 或 家 就 粕 ”212 显然 与 谁 都 不 是 -这 ,以 后 这 一 点 在 冲 

煌 的 历史 上 也 几 近 绝迹 。 

在 张 氏 归 义 军 时 期 ,比较 有 名 的 草 姓 人 物 , 是 P.4660 

《如 真 鞠 集 ?中 收录 的 "敦煌 管内 僧 政 兼 勾当 一 窟 曹 会 ”和 

“人 京 进 论 天 德 兼 管内 都 僧 政 赐 紫 沙门 曹 伪 政 " ,前 者 是 出 

身 * 武 威 贵族 "的 “ 陈 主 ( 昔 参 ) 派 息 ” 即 远 祖 与 曹 全 相同 。 

后 性 未 标 出 身 何 处 [3 引 4 从 其 他 文献 可 以 知道 他 的 法 各 叫 法 

镜 , 是 吐 蔓 到 归 义 军 初期 敦煌 的 佛教 天 法 师 法 成 的 弟子 , 继 

估 看 郭 锋 撰 世 开 十 世纪 羡 煌 的 家 庭 与 家 族 关 系 ?第 五 章 & 唐 五 代 部 煌 的 

宗族 与 家 族 关 系 ? ,让 元 书社 ,1997 生 ,130 一 196 页 的 相关 表格 和 分 析 ,， 

[ 2) 《金石 莘 编 ?着 十 八 & 部 阳 令 缘 全 碑 》。 

【3] 《 敦 入 二 真 扶 忱 录 并 艇 究 $,194.1% 贞 。 

[1 



法 成 进 经 到 中 和 四 年 14884 外 全 计 他 不 是 出 身 中 原 大 姓 ， 

否则 欧文 中 一 定 会 担 到。 因为 问 一 写 卷 中 显然 为 聚 特 后 衣 

的 康 通信 , 康 使 石 丙 人 的 导 真 赞 .24 也 不 提 他 们 的 都 豆 ,所 

以 我 推测 曹 法 镜 也 可 能 是 出 身 曹 同 的 去 特 后 裔 。 

事实 上 ,中 业 村 特地 区 的 曹 国人 ,从 很 早 时 期 就 已 经 进 

和 人 人 敦煌, 而且 人 籍 成 为 当地 人 。 池 出 温 先 生 在 4 八 世 纪 中 叶 

误 伯 的 村 特 人 到 落 》 一 文 由 指 册 ,西魏 大 统 十 三 年 (547) 瓜 

州 ( 训 和 粕 )} 计 帐 样 文 节 中 ,就 在 曹 匹 智 拔 .和 萌 乌 地 埃 ,推测 是 

出 自 萌 周 的 栗 特 人 。 他 根据 唐 天 宝 十 载 (751) 训 煌 县 差 科 

短 ,详细 分 析 了 部 煌 从 化 乡 的 桶 特 聚 落 情 况 , 其 中 包括 不 少 

曹 姓 栗 特 人 。 呈 蕃 统治 敦 旭 以 后 ,这 个 聚落 消 广 ! 3 

近年 来 ,兰州 天 学 郑 炳 林 数 授 和 他 的 同事 ,陆续 发 表 了 

一 组 文章 ,在 姜 伯 勤 先 生 《 载 煌 此 兽 希 文 上 与 丝 急 之 路 并 文 

物 册 版 社 ,1994 年 ) 一 书 关于 敦煌 吐蕃 和 归 义 牢 时 期 聚 特 

人 动向 简要 提示 的 基础 上 ,对 吐蕃 和 归 义 军 时 期 敦 烧 的 村 

特 人 , 确 切 地 说 应 当 是 药 特 和 人 后裔, 做 了 详细 的 研究 141 

根据 人 名 来 判断 是 告 栗 特 人 固然 有 些 武 断 , 但 去 除 一 些 

[1 ] 溃 新 江 & 时 文 军 史 厂 究 》 271 一 272 页 ， 

[2 ] 《敦煌 起 直 痢 校 承 并 研究 ?》.179 .192 页 。 

【3j 泡 田 性 既 世纪 中 叶 记 办 好 名 敦煌 四 7 加 下 大 窝 落 3》 .8 工 一 了 3 也 文化 研 

穹 ?》 第 上马 ,1965 年 .48 一 92 成 ， 

【4 】 闭 炳 林 #& 良 瑟 代 教 灯 特 人 与 归 文 军政 入 ?六 烛 研究 》1996 年 第 4 舶 ， 

由 一 5 页 ; 陆 庆 大 讲 宋 癌 敦 煌 村 特 人 之 汉化 ?历史 研究 31996 年 第 5 期 ， 

关 一 34 页; 郑 炳 林 & 唐 五 代 敦 煌 的 第 特 人 与 佛教 ?部 煌 研究 》1997 对 第 2 
期 .151 一 ] 强 页 ; 邯 炳 林 、 土 尚 达 《4 叶 蔓 统治 下 的 衣 煌 莫 特 上 大》 有 中 国 屿 学 》 

199%6 年 第 4 期 , 忆 一 53 页 ; 陆 计 去 、. 郑 烦 林 { 诗 五 代 敦 好 的 社 与 部 特大 隧 

落 ?, 以 节 五 篇 文章 均 收 人 《 教 直 岂 文 军 史 专 题 厢 帘 》, 兰州 大 学 出 版 社 ， 

1997 后; 郑 炳 林 康 秀 华 写 经 施 人 人 虹 ; 与 ( 壤 和尚 货 芯 胡 粉 上 ) 研 究 》 必 敦 坊 

时 和 兰 炙 研究 ?第 3 益 ,1998 让 .地 1 一 208 贞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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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 疗 煌 画 嫩 了 巡 导 

辐 半 

主观 的 看 法 ,他们 揭示 的 一 些 布 关 票 特 后 裔 的 史料 ,有 助 

于 我 们 了 解 包 括 草 姓 标 特 人 在 内 的 栗 特 乒 裔 的 普遍 状 

总 。 

在 呈 莅 统治 时 期 ,大 扯 此 特大 人 坡 依 人 悼 教 ,有 的 仍然 从 事 

商业 锅 易 活动 ,一 些 上 层 人 上 ,如 康 再 荣 ,担任 了 上 吐 著 的 部 

蓝 合 ;过 丰 的 人 成 为 教 煌 佛 教 教 团 的 僧人 官 ,如 康 智 诠 任 都 统 

之 职 。 从 天后 的 部 煌 文 彤 记载 来 看 , 粟 竺 的 势力 并 没有 过 

允 地 削弱, 所 以 ,在 848 年 张 议 潮 起 义 时 ,与 之 一 同 起 兵 的 

安 姑 县. 应 当 就 是 当地 栗 特 后 裔 的 领 乔 。 在 张 氏 统治 归 交 

军 时 期 , 康 通 合 . 康 使 君 和 曹 法 镜 可 以 作为 敦煌 后 帝 在 僧 份 

两 界 的 代表 ,特别 是 归 尺 军 的 兵 将 当中 ,有 不 少 人 具有 栗 特 

的 姓 和 汉 式 前 名 字 ,如 P.3547《 寺 都 进 奏 院 状 》 沁 张 准 深 派 

往 唐 彰 出 使 的 使 团 成 员 有 :十 将 康文 胜 和 康 叔 达 . 衔 前 兵 马 

使 草 光 进 .长 行 安 再 晟 等 。P. 4640《 吕 未 至 辛 划 年 (899 一 

901) 归 祥 盏 箱 肉 彼 用 布 纸 历 》 记 当时 归 义 军 的 将 领 厅 :本 人 官 

米 和 儿 、 康 交通 . 康 钞 子 . 康 山 海 . 米 进 蝶 , 押 衔 康 伯 达 . 尼 光 

进 , 都 押 衙 曹 光 着 , 常 乐 具 令 安 再 宁 , 上 悬 稍 镇 使 前 子 租 。 曹 

子 盘 又 见于 S.619 号 ,其 官职 是 “ 悬 泉 镇 遏 使 行 玉 门 军 使 ”， 

同 导 另 一 件 文书 是 《 归 义 盏 都 处 候 安 怀 恩 状 》(1 米 、 康 、 

安 二 姓 比较 容易 理解 为 桶 特 后 裔 , 曹 姓 因为 也 是 汉族 大 姓 ， 

所 以 不 能 直接 指 必 桶 特 人 ,但 从 茧 煌 栗 特 人 在 吐 蒜 和 归 义 

军 时 期 的 天 量 存在 ,和 敦煌 曹 姓 粟 特 人 的 资料 多 于 中 原 汉 

族 曹 姓 的 情形 来 分 析 , 上 述 归 义军 将 领 中 的 几 位 曹 姓 人 物 ， 

很 可 能 是 票 特 后 裔 ,这 也 可 以 从 他 们 的 各 字 中 往往 有 票 特 

大 信奉 的 酉 教 色 彩 的 “ 光 " 之 类 的 字眼 ,和 他 们 往往 出 任 的 

【1 数 如 是 义军 史 专 题 研究 ?》,409- 421 页 。 



是 武 职 军 将 这 些 方面 得 到 印证 。 
无 论 如 何 ,从 现存 的 鼓 粕 资料 来 看 ,与 其 说 草 议 金 是 出 

自 毫 州 颇 族 或 谁 都 大 姓 ,本 如 说 他 可 能 是 出 自 栗 特 后 裔 的 
曹 姓 家 族 ,这 -家 族 的 成 员 在 张 氏 加 义军 的 后 期 , 即 张 承 奉 
统治 时 期 ,或 手 当 总 管 归 文 年 兵 马 的 要 职 都 押 衔 ,或 出 任 归 
义军 东部 重镇 悬 泉 和 玉 门 两 镇 的 军事 指挥 官 ,加 上 其 他 桶 
特 和 担任 的 妇 义 军 要 职 , 如 都 席 候 , 衙 官 等 ,无 疑 为 聚 特 后 
裔 的 上 人 台 提 供 了 有 利 的 条 件 。 

关于 曹 议 全 是 如 何 取代 张 承 泰 的 ,日 前 还 没有 确切 的 
史料 来 说 明 。 张 氏 归 义军 时 期 一 些 大 家 族 ,特别 是 张 议 潮 
家 族 成 员 在 昔 氏 归 义 军 继续 人 仁 , 表 明 两 普 的 交 裕 没有 出 
现 大 的 流血 斗争 。 然 而 ,从 张 . 索 . 李 三 氏 的 政 争 最 终 权 帮 
仍 回 归 到 张 承 奉 手中 来 看 ,要 把 政权 从 张 氏 转移 到 曹 氏 也 
不 会 是 一 番 风 顺 的 。 作 为 粟 特 后 商 的 曹 氏 ,除了 要 得 到 大 
批 粟 特 后 商 的 支持 外 ,还 要 得 到 汉族 大 姓 的 拥护 ,一 个 拉 拓 
汉族 大 姓 的 手法 ,就 是 把 自己 也 变 成 汉族 大 姓 , 并 与 大 族 联 
姻 , 而 冒 用 汉族 郡 望 的 做 法 .在 栗 特 人 中 间 早 就 是 司空 见 惯 
的 事 了 [54 车 氏 只 有 得 到 汉族 大 姓 的 支持 ,政权 的 交替 才 
能 够 比较 容易 地 进行 。 
总 之 , 曹 议 金 自 称 的 “ 州 那 " 那 望 是 值得 怀疑 的 ,从 葡 

文书 和 史籍 文献 所 见 整个 训 煌 童 姓 的 材料 和 张 氏 归 义 军 时 
期 粟 特 后 商 的 势力 渐渐 膨胀 的 情况 来 看 , 莹 议会 其 人 祖 可 
能 是 桶 特 人 的 后 将。 

[1 如 康 姓 聚 特 人 销 称 会 向 人 , 何 氏 冒 称 庐江 人 .都 十 分 巧 纷 。 委 看 革新 江 《 北 

瘟 聘 上 唐 药 特 人 之 迁徙 及 其 聚 落 3 同 学 研究 ?第 6 着 ,北京 太 学 出 版 社 ， 

1999 年 .40 一 42. 的 页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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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曹 氏 的 婚姻 关系 

914 年 昔 议 人 金良 代 张 藉 奉 出 任 归 闵 军 节庆 使 以 后 ,第 

- 件 事 就 寿 道 使 甘 州 四 希 , 并 利用 其 州 回 够 可 计 的 帮助 , 址 

使 人 页 中 诛 , 希 望 得 到 中 诛 后 妆 正 朝 的 支持 。916 年 的 址 

恒 在 闵 州 一 带 遭 劫 ,两 年 以 后 , 归 义 军 佐 者 才 在 甘 州 可 汗 和 

广州 休 身 的 协助 扩 , 到 达 后 梁 , 得 到 中 原 皇 帝 的 乱 记 。 

至 迟 在 98 年 以 前 , 曹 议 金 已 经 变 庄 州 回 网 可 江 之 女 

为 性 ,因为 记载 918 年 开始 兴建 的 昭 富 的 耳 篇 功德 记 中 

《P.3262 和 PP.3718) ,已 经 提 到 这 位 回 艇 天 公主 。 从 9% 富 的 

供养 人 像 的 排列 顺序 中 ,我 们 知道 这 位 回 侈 公主 是 曹 议 金 
的 第 一 夫人 , 先 鹿 壳 氏 是 第 二 夫人 , 广 半 宋 氏 是 第 三 去 人 。 

如 果 把 草 议 金 看 作 是 谁 郡 章 氏 才 身 的 士族 成 员 ,那么 他 首 

先 娶 回 够 公主 就 是 --: 件 很 不 寻常 的 事 。 过 去 ,我 把 这 种 违 

背 中 原 土族 家 法 的 作法 ,看 做 是 朝 议 爹 的 一 种 策略 , 即 通 过 

变 甘 州 公主 ,来 重新 确立 与 其 州 可 评 的 父子 关系 ,并 借 后 者 

的 帮助 来 取得 与 中原 王朝 的 联络 1 这 一 点 大 致 不 错 。 

但 是 , 当 茜 议 金 得 到 中 原 王朝 的 支持 后 , 当 曹 议 金 的 另外 两 

位 出 身 汉 族 高 门 的 夫人 出 现 后 ,甚至 当 2 年 草 议 金 出 兵 

打击 甘 州 隔 钢 以 后 , 草 议 金 的 回 婴 夫人 的 地 位 没有 任何 动 

播 , 甚 至 在 萌 议 爹 935 年 去 地 后 ,他 的 三 个 儿子 相继 热 政 ， 

却 都 把 背 议 金 的 这 位 叫 锡 夫人 奉 为 “ 国 母 天 公主 ”(S.4245， 
P.3269，P.3457，P.2187) ,这 秃 怕 不 能 只 用 政治 婚姻 的 思 

[1] 龙 新 江 & 妇 六 军 中 研究 》,309 311 责 。 



路 来 解释 。 我 们 不 蔡 村 问 : 曹 议 金 与 回 钥 联 果 ,有 无 种 族 上 

的 关系 ? 

莫 特 大 人 华 以 后 ,在 很 长 一 - 段 时 间 星 ,仍然 刁 惯 于 自己 

内 部 联 杂 。 如 晚 唐 魏 博 季 度 使 何 进 溢 娶 康 氏 ,其 子 绎 敬 启 

安 氏 [4 五 伐 后 晋 皇 帝 石 敬 斑 的 曾祖 母 为 安 氏 ,祖母 为 米 

氏 ,母亲 为 何 氏 ,他 本 人 则 变 安 氏 ( 少 帝 生 母 ) 22 夫 福 四 

年 (939)《 大 署 禾 鸡 田 府 氏 史 何 看 政 董 志 》 记 , 何 君 政 本 人 鹿 

安 氏 , 长 季 杰 娶 安 氏 , 避 子 启 康 氏 , 二 子 朗 康 氏 5 即使 在 

中 原 内 地 , 栗 特 后 裔 的 内 部 联姻 仍然 项 强 地 保持 着 。 

曹 氏 的 婚姻 关系 很 难 用 汉族 大 姓 的 婚姻 观念 来 看 待 。 

萌 议 金 要 回信 可 汗 之 女 和 索 钱 、. 宋 氏 , 后 来 嫁 女 给 甘 州 回 条 

证 计 和 于 闪 国 王 李 圣 天 。 曹 元 德 .元 深 的 情况 不 明 , 曹 元 趾 

大 大 称 “ 浔 阳 覆 氏 ”, 其 郡 望 是 否 可 信也 值得 怀 朋 。 履 氏 是 

常常 与 彬 特 人 通婚 的 一 个 胡 姓 ,如 武威 票 特 人 安 元 寿 的 夫 

人 为 玲 六 娘 (4 康 困 大 首领 康 公 夫人 为 屠 氏 15) 这 使 人 党 

得 曹 元 忠 的 大 人 也 可 能 有 胡 人 背景 ,她 的 封号 * 祝 国 夫人 "”， 

是 值得 琢磨 的 。 划 元忠 的 儿子 曹 延 忒 夫人 是 募 容 氏 ,为 吐 

谷 浑 后 毅 。 昔 延 禄 夫人 是 于 疗 国 王 第 三 女 天 公主 。 据 于 国 

[1] 芭 唔 唐 书 # 卷 - 具 一 《向 进 禾 传 ?二 附 唐 五 代 音 志 #- 编 -河北 卷 ?》 ,天津 古籍 出 

版 社 ,1991 一 1993 年 ,123 页 1 全 圭 文 补 各 ?第 5 册 , 西 安 三 雁 出 版 社 ,1998 

年 ,39 页 。 参 在 森 部 计 妇 唐 魏 博 节 虎 使 何 张 敬 墓 志 巾 》 试 痢 》. 声 田 址 先 

和 后 十 可 记念 了 学 记 出 论 集 3, 东京 ,1997 年 ,1234 一 147 页 。 

2]】 芮 护 明 五 代 时 萌 中 原 地 区 权 特 人 活动 探讨 ?发 下 林 3$1992 年 第 3 期 ,9 页 。 

徐 庭 云 4 永 陀 与 昭武 万 姓 ? 汶 绒 视 王 钟 短 先生 和 从 十 寿辰 学 术 论 文集 $, 这 宁 

大 学 出 版 社 ,1993 年 ,335 一 346 抽 ,， 

【人 3】 芭 山西 训 物 ;982 年 第 1 期 ,有 3 页 。 

【4 ]】 略 陵 博物 入 # 唐 安 元 寿 夫妇 草 发 所 和 莘 抠 ?文物 》1988 年 第 12 期 ,37 一 49 

页 。 墓 志 基 文风 《全 唐 交 补 直 ?第 半 册 ,三 素 出 版 社 ,1995 年 ,470 页 。 

5 周 绍 总 继 & 唐 代 划 志江 编 》 上 河 古 籍 出 版 社 ,1992 年 ,1634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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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献 记载 ,直到 %2 年 ,于 阅 主 室 还 曾 址 使 敦煌 , 想 诸 曹 氏 

公主 为 皇后 !44 数 煌 曹 氏 与 寺 州 .于 闸 的 联姻 ,次 不 仪 仅 

是 政治 上 的 "和亲 "”, 特 别 是 草 氏 与 俩 朗 种 族 的 于 阅 王族 的 

婚姻 关系 , 千 今 还 很 难 理 清 一 个 头绪 ,两 者 的 密切 程度 ,下 

能 比 我 们 现在 知道 的 要 窗 得 案 。P.4065 曹 元 忠 致 于 国 皇 

帝 书 中 说 :…“ 某 达 为 乔 筋 , 欢 作 极 深 , 兼 及 诸 亲 ,此 增 喜 悦 。 

是 这 种 亲 和 名 关 系 的 很 好 描述 。 而 且 , 由 于 敦煌 和 于 疗 的 婚 

姻 关 系 , 不 少 于 赔 人 就 长 年 件 在 教 煌 ,包括 于 阁 国 的 太子 、 

公主 等 贤人 [21 

曹 氏 与 甘 州 回 髓 于 族 和 于 辐 王 族 的 联姻 ,很 难 仅仅 用 

政治 婚姻 来 解释 ,很 可 能 是 他 们 的 种 族 同 为 衣 族 ,甚至 同 为 

贫 朗 人 种 ,在 胡 族 内 部 联姻 制 的 影响 下 而 结合 。 也 就 是 说 ， 

从 婚 杂 的 角度 也 可 以 为 归 义 军 曹 氏 出 自 桶 特 后 裔 的 说 法 提 

供 一 个 可 能 性 。 

、 曹 氏 统 治 时 期 粟 特 后 裔 的 
地 位 及 其 影响 

草 氏 归 义 军 与 张 氏 归 义 军政 权 有 着 一 些 明 显 的 不 同 ， 

曹 氏 与 回锅 .于 阅 的 联姻 ,使 得 归 义 军 的 对 外 关系 由 以 战争 

[ij 参看 荣 新 江 《 于 阅 王 国 与 瓜 钞 章 氏 },《 教 垢 研究 》1994 年 第 2 期 ,111--119 

页 。 

【2 】 参看 张 广 和 法. 二 新 江 # 关 和 于 敦 析 出 土 于 图 文 献 的 年 和 伐 到 其 相关 问题 ? 必 纪 侈 

了 南 恪 先生 诞 展 百年 学 术 论 文集 ,北京 太 学 出 版 社 ,1989 年 ,284 一 306 页 } 

局 作者 《 十 世纪 于 铀 国 的 天 寿 年 号 及 其 相关 问题 3》 , 余 坟 山 编 《 伍 亚 学 刊 ? 第 

一 辑 .北京 ,中 华 书 局 ,1999 年 ,181 一 192 页。 



为 主 转 变 为 以 和 平 交 往 为 主 。 在 归 义 军 的 内 部 , 栗 特 后 裔 

比 张 氏 时 期 更 加 活 茎 ,不论 在 内 政和 外 交 上 ,他 们 都 居于 重 

要 的 位 置 并 和 起 善明 显 的 作用 。 由 于 草 氏 的 开放 政策 ,促进 

了 以 敦煌 为 中 心 的 多 民族 交往 , 全 其 纪 的 敦煌 文化 呈现 出 

远 比 张 氏 时 期 更 如 丰富 和 多彩 的 画 别 。 

在 萌 氏 归 义 军 的 官府 中 , 灰 特 后 裔 占有 很 大 的 比重 。 

在 归 义 军 使 从 内 部 ,有 都 头 知 肉 宅 务 安 延 达 (P.2703 ,972 

年 ) ,掌管 归 闵 军 节 虚 使 衍 内 事务 ,是 草 氏 的 心 腻 。P.3440 

《 卫 申 年 (996) 一 月 见 纳 贺 [于 阅 ?] 天 子 物色 人 绫 绢 历 》 中 ， 

提 到 安 都 知 ( 都 知 兵 己 使 )`. 轴 县 令 . 草 都 知 、 都 头 安 珂 敦 、 翟 

衙 推 . 旺 县 令 .曹安 年 都 头 . 草 库 官 等 。P.2814 有 《天 成 二 

年 (928) 一 月 都 次 知 晤 泉 镇 遇 使 安 进 通 状 》, 形 明 归 义军 东 

部 重镇 悬 斥 ,此 时 仍 由 粟 特 后 裔 掌管 。P.2040 沦 州 净土 寺 

人 破 历 算 会 稿 》, 提 到 五 代 时 的 康 指 挥 [ 使 ]` 安 指 皖 [ 使 )` 石 

指挥 使] 这 些 归 义 军 内 外 重要 官职 为 昔 特 后 裔 担 性 ， 

表明 曹 氏 统 治 者 对 他 们 的 信任 。 如 果 曹 氏 也 是 聚 特 后 裔 的 

话 , 这 一 点 是 很 容易 理解 的 。 

桶 特 后 调 在 归 义 军 外 交 上 也 起 着 重要 的 作用 。 虽 然 十 

世纪 的 栗 特 后 裔 ,或 许 已 经 忘记 了 他 们 本 民族 纯正 的 栗 特 

语 , 但 栗 特 人 驾 蛙 语言 的 天 分 ,多少 遗留 在 粟 特 后 裔 的 身 

土 ,他们 中 间 应 当 有 不 少 人 不 仪 能 够 讲 汉语 . 藏 语 ,而 且 可 

以 讲 回 骼 语 (Uighar) .于 图 请 (Khotanese) ,和 突厥 化 的 音 特 

语 人 《Turco - Sogdian) [21 由 于 栗 特 人 的 语言 天 才 , 自 北朝 以 

[ 1】 基于 这 些 材料 ,参看 & 敦 炉 归 六 军 虫 专题 人 斌 究 》,4 和 1 一 423 页 。 

[2】 这 些 语 言 都 昆 十 世纪 教 煌 的 流通 语言 ,参看 Takata Takio,“WMultitingualam in 

Tim -- huang" ，4era dstrtiee 73【Tun - hoang and Turan sxlies1，oq， 下 eda Cn， 

Tokyo 2000，5Pp .49 一 70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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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 ,人 华 票 特 人 的 一 个 重要 角色 就 是 充当 不 同 国家 .民族 间 

的 使 者 和 翻译 ,如 西 琢 时 出 使 突 有 的 安详 著 陀 , 唐 太 宗 与 罕 

扳 谈判 的 中 间 人 安 元 寿 等 等 。 代 表 归 义军 草 氏 出 使 东西 各 

国 的 使 者 ,也 有 不 少 票 特 后 裔 。 如 914 年 缘 议 金 一 上 台 

就 派 遗 康 奴 子 出 使 廿 州 回 艇 (北大 图 书馆 藏 102 导 )111.951 

年 归 义 军 押 答 康 幸 全 出 使 供 州 ,站 8 年 沙 州 康 员 妈 出 使 伊 

上 州 , 同 年 兵 马 使 康 员 进 出 使 西 州 ,等 等 234 周边 国家 派 遵 

到 沙 州 的 使 者 ,有 时 也 是 栗 特 后 裔 ,如 西 州 回 岗 使 臣 在 就 粕 

写 的 发 环 文 中 (P.2988 + P,2909) ,就 有 吐鲁番 出 身 的 安 姓 

栗 特 后 高 (bapan - ligh an ena) 3 2 年 出 使 沙 州 的 于 阐 

使 者 张 爹 山 (Ca Kims - sani) ,用 栗 特 字母 把 自己 的 名 字 写 

在 于 阅 语 《 佛 本 生 故 事 》(Ch.00274) 的 题记 和 《 医 理 精华 

《Ch.ii.002) 的 叶 边 !4)5 如果 训 烛 的 统治 者 或 者 接待 于 阅 使 

者 的 人 员 不 懂 粟 特 文 的 话 , 他 的 这 一 举动 是 没有 任何 意 习 

的 。 

在 席 杠 的 下 层 社会 中 ,到 特 后 商 也 对 所 不 在 。 最 典型 

的 例证 ,是 S$.2894 背 (2)《 王 申 年 (973) 十 二 月 廿 二 日 社 司 

转 帖 》， 

1 社 司 转 帖 

2 右 缘 常年 建 福 一 日 ,人 各 炉 饼 索 民 , 桶 过 

[【 ] 】 葬 新 和 江上 归 以 军 史 研究 》,309 页。 

[2] 同上 ,363 一 370 贞 。 

[3 ] J.Hamiltoo， jarausrrizs aaageaurs da Fe - 王 scie 殉 Tiuer 一 和 san 有 ，[，Paria 

1986， 邱 .83 - 邓 . 

【 4] HH.Bailey， 拓 horarnere Texxs ,1，Cambridge 1969 .pp. 198 - 219，104，C[，H.， 

机 .Bailey . “The Colophon of the je -skg” ，Journal of he Creater ndia 

Soeieeyr ，XE]，19d44，Pp.10- 志 . 



斗 ， 举 请 诸 公 等 ， 

3 帖 至 , 限 今 用 睫 三 日 名 时 ,于 草 家 酒 帆 到 

齐 , 握 二 人 后 到 , 罚 

二 酒 索 角 , 全 不 来 , 罚 酒 半 仁 、 其 帖 速递 相 

分 付 , 在 得 停 洁 ， 如 

5 澡 帖 者 , 准 条 科 镶 。 帖 周 , 却 志 本 司 , 用 保 

告 司 。 

右 壬 申 华 十 二 月 匡 二 日 , 录 事 张 帖 。 

社 官 曹 ., 社 长 安 . 泡 再 昌 . 宋 友 长 . 梁 延 会 . 实 王 

子 . 萌 兴 定 , 张 合子 . 阳 

8 长 残 . 草 愿 熏 . 令 狐 愿 松 、 张 幸 全 . 安 臣 子 、. 董 丑 

成 . 深 永 于 叭 狐 愿 兴 . 张 

9 窗 于 [1 

这 个 民 恒 结合 的 社 , 社 官 和 社 长 都 是 栗 特 姓氏 , 社 你 当 中 也 

有 些 明显 是 票 特 后 裔 , 其 聚 齐 的 地 点 是 背 家 酒店 , 正 是 栗 特 

人 善于 经 营 的 商店 ,所 以 推测 这 基 一 个 以 粟 特 后 家 为 首 的 

社 应 当 是 可 以 成 立 的 ̀275 这 大明 票 特 后 商 虽然 早 就 不 再 

千 活 在 票 特 肾 落 当 中 , 其 至 被 吐 碰 和 归 义 军政 权 有 意识 地 

分 散 到 部 藩 或 乡里 当中 ,但 是 到 了 十 世纪 后 半 ,他 们 其 中 的 

某 些 人 仍然 比较 集中 地 住 在 一 个 区 域内 。 

曹 氏 统治 者 与 回 仙 .于 阅 的 联姻 ,以 及 曹 氏 归 尺 军 与 周 

边 各 族 交 往 的 增多 ,使 得 上 世纪 的 敦 煤 聚 集 了 更 为 繁 风 的 

【1 1】 见 5 可 . 邦 春 广 编 & 教 煌 社 权 误 书 辑 校 3, 江苏 古籍 出 版 入 ,1997 年 ,262 一 
263 页 。 

[2 条 看 《4 辟 煤 归 义 牢 史 去 古 研 究 》,393 一 394 页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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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 种 族 民 从 。 同 时 ,敦煌 作为 一 个 昧 型 的 丝 路 城市 , 东 往 此 

来 的 各 国 使 者 .页 人 、 僧 招 也 不断 经 行 此 地 ,更 增加 了 这 里 

虹 族 和 文化 的 多 元 色彩 。 特 别 是 在 下 世纪 后 半 和 十 一 世纪 

初 ,由 于 球面 西夏 对 甘 州 回 骼 的 侵 逼 和 西 回 租 王 国势 力 的 

强大 ,敦煌 内 部 公 集 的 回 艇 民众 日 瘟 增 过 ,甚至 在 西 回 骨 王 

国 的 支持 下 , 诺 右 着 草民 归 义 军 末 期 的 政权 (1 而 从 970 

年 到 1006 年 于 阿 王国 与 信仰 健 斯 兰 教 的 喀 拉 汗 ( 昨 评 ) 王 

朝 发 生长 期 战争 及 最 后 灭亡 ,促使 大 批 于 凋 人 东 来 沙 

州 !2) 回 例 和 于 网 人 的 大 量 存在 ,可 以 从 就 煌 文书 和 莫 高 

宣 题 记 中 得 到 充分 的 证 明 。 

在 这 样 的 历史 环境 下 , 干 世 纪 的 训 煌 文化 呈现 出 和 多彩 

的 画面 ,其 中 也 包括 某 些 票 特 文化 要 素 以 不 同 于 纯正 票 特 

文化 的 方式 表现 出 来 。 

唐朝时 期 ,敦煌 的 栗 畦 人 在 自己 的 取 落 当中 有 自己 的 

信 你 中 心 酉 祠 , 到 了 吐 茧 时 期 , 旗 教 球 礼 活动 不 复 存 在 。 到 

张 氏 归 义 军 时 ,二 教 叉 以 * 赛 只 "的 民间 祭祀 形式 重新 出 现 ， 

而 且 一 直 延 续 到 曹 氏 妇 义 军 的 后 期 !35 敦 伯 保存 的 --- 幅 

定 教 女神 像 (F.4518.24), 从 其 绘画 风格 和 特征 来 看 ,应 当 

【1]】 大 看 Moriyasu Takan,“The Sha - aheou 1Ligur and the 而 eat Uighur Kingdomy” ， 

At Asiasira 78《TJun - huang ad Tunrfan Stuqiea)，od Leda Cn，Tokyo 2000 

pb-.28 -48， 

{2 ]】 全新 江 E 敦 条 藏 经 洞 的 性 质 吕 其 封 阿 原因 $, 敦 煌 吐 伍 和 理 和 研究 ?第 2 将 , 北 

京 大 学 出 版 社 ,1996 年 , 襄 现 。 

[ 3 ] Artm WWaley,“Some Referenoes io [ranian Templesa 各 the Tan - hoang Region "， 

有 中 央 研 究 院 历史 语 育 研究 所 集刊 9 第 站 本 .1956 秆 .123 - 128 页 ,F.Grenet 

and uang (aangdla “The Last 帮 efupe ad the Somjian Religon- Dunhuanpg in the 

Mimih and Tenth fenmarica”，Dagletin orihe dsia natitnte ，mem serier ，10f Sadiea 

雇 Eloner of Yajinut 上， Livahitsy ，1996，pp.1375 -- 186 



是 十 世纪 的 作品 ,表明 部 煌 民众 的 堆 教 信 你 (4 

据 一 件 突 磋 化 的 粟 特 请 信 札 (0r.8212.86) ,高昌 的 景 

教 教士 (Sergius) 在 给 沙 州 帘 县 宦 人 (El Bars Qutlur Alp Tarx- 

av 的 信 中 ,问候 敦煌 的 景 教 伪 大 卫 (David) !21 似 表明 敦煌 

量 教 僧人 的 存在 。 

敦煌 发 现 的 P.40734 开 宝 七 年 (974) 十 二 月 灵 州 大 都 督 

府 白衣 术士 康 遵 课 ;的 占 小 书 中 ,有 这 位 名 为 康 遵 的 栗 特 后 

裔 转述 的 彼 斯 星 占 术 (34 

敦煌 藏 经 洞 中 保存 了 十 世纪 示 州 地 区 汇 侣 各 种 文化 因 

素 的 典 夭 .也 可 以 说 是 就 但 保持 了 一 个 国际 都 会 面 和 的 完 

整 展 现 。 

这 些 材 料 不 胜 梳 举 ,它们 都 说 明了 曹 氏 妇 广 军 与 张 氏 

归 义 盏 在 文化 上 的 不 同 凤 犁 , 张 氏 时 期 刚刚 推翻 吐 若 的 统 

治 , 义 恢 复 唐 朝 各 项 制度 为 日 的 ， 而 萌 氏 时 期 , 则 采取 了 以 

没 文化 为 主体 ,极力 吸纳 其 他 堵 种 文化 因子 的 做法 。 曹 氏 

统治 下 的 鼓 煌 外 来 文化 面貌 的 丰富 光 形 ,是 圭 有 曹 氏 统治 

者 本 人 源 出 胡 人 的 背景 ,我 不 想 就 此 作出 肯定 的 结论 , 稍 是 

想 提出 这 样 一 种 可 能 性 ,以 便 更 圆满 地 解释 曹 氏 归 义军 时 

【1 】 姜 伯 勤 4 敦 析 据 画 中 的 聚 特 神 抵 ? 必 敦煌 旺角 釉 学 研究 论 立 集 ?》. 上 海 , 汉 语 

太 词 生出 版 社 ,1990 年 ,296 一 309 页 : 阿 作 者 k 教 煌 - 吐 普 釉 目 沪 儿 福 口 -下 

上 号 交 和 下 人 区 季刊 东西 交涉 ?第 5 卷 1-3 好 ,1986 年 ; 同 作者 {《 敦 权时 

和 鲁 番 广 书 与 经 网 之 路 》，, 文 琳 出 版 社 ,1994 年 ,234 一 200 页 ; 张 广 达 “Tois 

at]em, 拥 ，jniluiencea Inazdsermea dane la Chine des Tang”，Rwages chzmoises ， 

XU 一 2，13994， 203 -2133: 阿 作者 《区 教 对 唐 代 牛 国之 影响 一 例 》, 续 国 玫 

学 ?第 1 辑 ,清华 大 学 出 版 杜 , 1996 年 ,143 一 144 页; 同 作者 { 诬 代 只 教 图 像 

再 考 》 必 唐 研 沈 ? 第 3 着 ,1997 年 ,1 一 人 页 。 

[2 .Sime - 可 liana and ] Hamilton，Poopmaerkfs bureo - pogemg di FRR 一 Ne sr 

几 Tener 一 outng ，London 1990，S1 - 52. 

【3 姜 伯 部 《 谎 挤 吐鲁番 文书 与 丝 交 之 路 》,59 63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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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 的 一 些 让 史迹 财 。 

茧 氏 好 使 姨 特 后 商 , 他们 [再 已 经 补充 文化 所 同化 ,从 

文化 而 不 是 种 族 上 来 说 ,他 们 与 没 人 无 异 。 但 是 ,如 果 草 氏 

真 的 出 身 票 特 , 则 他 们 还 多 少 带 有 某 些 票 特 文 化 的 特征 ,并 

反映 在 婚姻 和 收 策 等 许 客 方面 ,这 些 正 好 可 以 帮助 我 们 解 

释 曹 氏 归 义军 的 某 些 特征 。 

魏 普 南北 朝 以 来 人 华 栗 特 人 问题 ,是 近 午 来 学 术 界 关注 

的 焦点 之 一 ,我 们 月 前 对 于 票 特 人 的 东 迁 有 了 比较 全 面 的 认 

识 ( 年 随 着 俩 究 的 进步 和 新 资料 的 不 断 发 现 , 相 信 这 方面 会 有 

更 进一步 的 发 展 ,我 们 对 部 伯 票 特 人 的 认识 也 将 更 加 这 人 。 

敦煌 不 论 从 地 理 范围 还 是 从 州 县 等 级 来 说 ,都 不 能 算 

是 很 大 的 地 方 ,但 她 位 于 丝绸 之 路 的 咽喉 地 段 , 自 汉代 以 来 

就 是 “ 华 式 所 交 ,一 都 会 也 ”。 这 里 既是 东西 方 贸易 的 中 心 

和 商品 中 转 站 ,又 是 中 国文 化 西 传 的 基地 和 西方 文化 东 来 

的 最 初 冰 殉 地 。 自 汉 至 唐 , 敦 煌 这 个 国际 都 会 经 历 隐 次 

的 兴盛 与 吉 败 。 在 经 过 吐蕃 统治 和 归 义 军 张 氏 与 周边 势力 

的 争斗 以 后 , 草 氏 归 义 军政 权 维 持 了 敦煌 地 区 一 雪 允 年 的 

社会 稳定 和 基本 不 爱 战 争 摧残 , 使 得 当地 的 多 种 文化 得 以 

保存 ,并 呈现 出 多 姿 多 彩 的 画面 ,可 以 说 贡献 巨大 。 相 反 ， 

原本 较 敦 煌 更 具 规模 的 国际 大 都 会 凉 州 , 却 在 这 一 百 儿 年 

里 剖 落 下 去 ,战乱 频仍 ,不 复 昔日 之 盛 。 
{ 原 箔 《历史 研究 )2001 年 第 1 期 ] 

LI ] 秦 看 吉 册 站 区 下 语 资 料 办 六 见 产 区 光正 人 帮 活 动 ?,f 岩 波 讲 座 , 出 界 历史 》 

1 , 东 束 罕 洗 书店 ,1997 年 ,227 248 页; 芒 川 正 晴 弥 和 下 人 人力 移 作 到 落 寺 东方 

交 电 活动 9 性 关 琉 讲 奉 - 世界 历 内 ?43, 东 京 兰 训 书 店 ,1999 年 ,8 一 10 页 ; 荣 新 

江 & 北 弓 附 计 梨 特 人 之 迁 徒 及 其 琴 落 ,22 一 6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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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 教 初 传 中 国 年 代 考 

淡定 教 允 称 罕 教 . 短 火 教 , 即 中 国 古代 对 波斯 古代 宗教 

琐 罗 亚 斯 德 教 {Zoroastrianism) 的 习 属 称呼 。 这 种 在 波斯 被 

立 为 国教 ,而 孚 在 中 亚 广 阅 地 域内 有 着 极 大 影响 的 过 教 ,也 

早 就 传人 中 国 , 并 且 在 许多 方面 影响 了 中 国 的 传统 文化 发 

展 。 伍 这 种 宗教 人 华 之 始 , 主 要 在 硼 人 中 流行 ,而 且 一 直 没 

有 留 下 汉文 的 经 典 , 所 以 我 们 对 它 早期 传播 情形 的 了 解 , 远 

不 如 对 佛教 的 了 解 ,其 至 也 不 如 较 之 更 晚 进 入 中 国 的 摩 尼 

教 。 以 下 简要 回 磊 前 人 有 关 认 教 人 华 的 研究 成 果 , 同 时 借 

以 指出 尚未 解决 的 问题 之 所 在 。 

一 、 前 人 的 研究 成 果 及 遗留 的 问题 

固然 清朝 末 叶 已 有 一 些 学 者 留意 到 柳 教 的 传播 ,但 在 

这 个 问题 上 第 一 篇 系统 的 研究 论文 是 陈 垣 先生 的 & 火 定 教 

和 中国 考 》。 他 根据 《 魏 书 ?中 “高 昌国 俗 事 天 神 ”，“ 硕 者 国 

俗 事 天 神 ” ,史书 4 中 清国 " 事 天 神火 神 "等 记载 ,认为 " 火 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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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 名 间 中 国 , 笑 北魏 南 梁 始 ,其 始 谓 之 天 神 , 晋 宋 以 前 无 六 

也 ”他 还 据 { 委 书 》 卷 十 一 《 宣 武 灵 皇 后 衣 氏 传 引 T 记 “ 壕 太 

后 迷走 高 山 , 从 者 数 百 人 , 升 于 项 中 , 废 诸 浮 礼 ,而 胡 天 神 不 

在 其 列 " ,得 出 绪论 六 中 国之 世 胡 天 神 , 昌 北魏 始 。 (1 这 

“结论 长 期 以 来 为 许多 中 外 学 者 所 遵循 1 

陈 二 的 结论 建立 在 把 “大 神 " 或 *“ 胡 天神 " 视 作 证 神 的 基 

础 上 ;学 者 们 大 都 认同 此 点 。 计 长 逢 先生 在 研究 二 六 国之 

一 后 赵 石 荐 的 种 族 时 , 据 4 次 书 》 卷 一 局 七 《4 石 季 此 载 记 》 下 

附 k 石 监 传 》 所 记 ”“ 龙 好 孙 伏 都 、. 刘 铁 等 结 痢 士 三 后, 伏 于 前 

天 "”, 认 为 石 越 所 奉 之 * 胡 天 ”, 证 是 西域 的 被 神 (3 这 一 结 

论 实 际 上 把 拖 教 人 华 的 年 代 从 公元 六 世纪 初 提 前 和 至 四 让 纪 

前 半 叶 。 但 是 ,也 可 能 是 因为 《 杰 且 蜀 出 041 唐 长 刁 的 结 

论 没 有 引起 应 有 的 重视 。 

1975 年 , 柳 存 三 教授 发 表 《 唐 代 以 前 拜 火 教 摩 尼 教 在 

中 国之 遗 痕 》 - 文 , 除 了 指 k 笋 书 . 宣武 灵 皇 后 大 拱 传 3 中 

所 记 ”" 有 冤 多 道人 ,能 胡 语 "者 为 " 奉 密 多 (NMithm) 之 至 火 教 

二 ”以 坚实 陈 垣 的 结论 外 ,还 特别 申论 南齐 (479 一 501) 严 

东 丙 注 《 无 始 无 量 庆 人 上 品 妙 经 ?简称 { 庶 人 经 汶 中 的 “ 九 

万 九 于 九 百 九 十 九 万 "的 数字 , 与 灭 后 教 经 典 中 的 基本 数字 

[1】 荔 北 京 大 学 国学 季刊 } 第 1 着 第 1 期 ,1923 秆 :此 棋 作 者 1934 年 的 校订 本 ， 

栽 & 陈 二 霸 术 论文 集 和 第 1 华 , 北 京 ,中 华 节 有 前 ,19 年 ,305 一 307 页 ， 

[2]】 如 元. 凤 alson liran and China"， Ze Cambmage 有 istory of jnrun ,301) Cambridge 

University jeas 19 人 8- 554; 黄 心 咱 忆 琐 野 通 斯 能 教 让 中 国 大 二 科 企 卡 - 宗 

教 着 》, 中 国 大 在 科 全 书 出 版 社 ,1988 年 ,382 史 。 

【3 】 唐 长 荐 # 午 晋 沫 胡 考 ?8 悉 避 南北 朝 史 论 基 $ .北京 .三 联 书 目 ,1955 年 ， 

416--417 页 。 

【4 】〗 实 距 上 ,内 疯 节 二 六 国 春秋 后 赵 录 》 即 有 同样 记载 ., 见 4 本 半 御 览 3 卷 -二 

“2 偏 基部 3 四 “主席 "条 ,中 华 节 局 影印 本 ,有 81 页 ， 



“ 九 " 正 相同 ,因而 推论 这 部 道 经 是 受 了 只 教 的 影响 (1 这 
一 观点 受 环 福 并 文雅 氏 的 强烈 尼 评 , 福 并 认为 " 蜜 多 "是 林 
文 Miua 的 对 泽 , 常 见于 来 华 的 佛教 代 人 各 中 ,与 伊 阅 的 
Mithm 神 没有 关系 ;至 于 《 度 人 经 》, 严 东 自 注 称 * 内 名 隐 讳 ， 
只 多 机 类 闲 语 , 难 解 划 有 诀 解 ", 因 丽 庶 当 从 楚 文 找 其 名 称 
的 来 源 ,机 不 是 检 教 经 典 121 对 此 , 柳 存 全 教授 在 用 中 文 
重 写 其 同 -论文 时 ,并 末 加 以 反驳 (3 显然 ,说 《 度 人 经 》 
中 有 评 教 因素 ,似乎 有 些 率 强 。 

1978 年 , 饶 宗 瑟 炒 授 发 表 《 穆 护 歌 考 -一 闽 论 火 突 救 、 
摩 尼 教 入 华 之 早期 史料 及 其 对 文学 .音乐 .绘画 之 影响 ) 一 
文 ,指出 “ 穆 护 * 即 火 改 教 借 人 ,波斯 文 作 Mogu 或 Magi,《 亚 
书卷 一 〇 从 载 记 所 记 蔡 容 席 曾 祖 莫 护 路-- 名 中 的 " 葛 护 "， 
即 穆 护 , 内 而 推测 莫 容 多 之 先 ,可 能 来 自 波斯 。 同 文 义举 
《 朝 书 》 卷 八 六 《 张 守 传 ?所 记 " 京 兆 人 刘 似 者 , 挟 左 道 ,客居 
天 梯 第 五 山 , 然 灯 晤 镜 于 山 穴 中 为 光明 ,以 囊 百 姓 , 受 道 者 
千 人 , 塞 左 右 篆 事 之 ”一段 ,以 为 “ 然 灯 晤 镜 于 山 六 中 为 光 

《Tian 一 yn .Tracepd 二 Toroaatrian ant Marichaean 点 ctimties in Pre 一 T ”ang 

Thina ，Seteeted apers 六 om 有 eg ai 史 呈 roniomr 本 iug ,Jiden: 已 .了 Bnl 

1976 ,jp 3 一 25; 丰 井 昌 于 与 上 细作 再 日 译文 & 苑 存 全 教 授 丰 研 罕 ,交口 克 

去 多数 尼子 二 数 认 活动 四 形 和 迹 打 上 .下 ), 载 4 东 详 学 术 研 究 ? 第 [? 卷 
第 4.6 号 ,1978 秆 ; 林 悟 匠 议 译文 & 唐 前 火 只 教 和 六 尼 茹 在 中 国之 过门 》, 载 

此 界 完 教研 究 $》1981 年 第 3 期 。 

大井 文雅 & 栅 存 候 . 唐 以 前 四 六 已 厌 施 -- 载 二 本 二 琉 丰 话 动 亲 形 和 ) -> 

V 丰 方法论》 季 图 不 利 博 上 右 稀 记念 东洋 学 论 集 》, 东京 ,1980 年 ， 
订 1 一 385 上 页， 参看 刘 促 宇 妈 度 人 经 7 与 莫 罗 门 思想 》,g 上海 持 科 院 学 术 季 
刊 $1993 年 第 3 期 . 

[3]】 堵 棕 f 信 综 直 事 为 "性 一 并 论 良 代 以 前 麻 尼 . 苹 火 教 在 中 全 之 巡 瘦 9》， 香 

著 中 国 进 误 学 会 填 《 王 六 先生 纪念 论文 梨 》, 理 港 三 联 书 店 .1986 年 .89- 一 

103 页 ; 改 ? 稿 王 店 代 以 前 拜 炎 教 摩 尼 数 在 中 国之 章 瘤 $, 收 人 所 鞋 《和 弄 ' 风 

帝 艾 集 上 着 .小海 古籍 出 版 社 ,1991 年 .495-514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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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 ̀ 一事, 表明 晋 时 民间 信仰 已 籽 有 火 长 教 . 摩 尼 教 成 分 之 

捧 人 (+ 然而 ,他 所 举证 的 两 条 史料 也 是 出 自 成 飞 较 蜂 的 

嗓 书 》。 此 外 , 饶 教 授 在 文中 揭示 了 吐 鲁 恤 安 铭 勒 克 古 城 

《 即 安乐 城 ) 发 现 的 & 金 光明 经 ?题记 :庚午 岁 八 月 十 三 日 ， 

于 高 吕 城 东胡 天 上 南 太 后 祠 下 ,为 索 将 军 佛 子囊 息 侣 家 与 此 

金光 明 一 部 。 12] 并 指出 庚午 为 480 年， 胡 天" 指认 天 神 ， 

即 只 教 祠 : 

此 后 , 王 过 先 生发 形 《 魏 晋 南朝 火 罕 教 钩沉 一文 ,所 举 

最 早 的 史料 , 除 饶 宗 熙 教授 已 经 提 到 的 《 亚 书 》 卷 八 六 《 比 宣 

传 ? 外 ,还 有 《高 僧 传 》 卷 一 4 维 只 难 传 ?$。 维 只 难 本 天 和 皇 人 ， 

世 奉 异 道 ，“ 以 火 祠 为 正 " :后 有 秒 门 用 响 术 ， 令 难 察 所 事 之 

火 数 然 变 灭 " ,以 使 维 只 难 版 依 佛 门 。 孙 吴 黄 武 三 年 (224) ， 

维 只 难 游 化 到 武昌 。 王 素 认为 维 检 难 所 奉 事 的 即 是 火 容 

教 !34 针对 这 一 点 , 林 悟 珠 先 生发 表 《 火 斌 教 始 通 中 国 的 

再 认 误 》, 以 为 维 只 难 在 印度 所 信奉 的 “以 火 柯 为 正 " 的 蜡 

道 , 与 其 解释 为 火 只 教 ,不 如 解释 为 也 有 和 拜 火 仪式 的 车 罗 门 

教 444 关于 维 只 难 米 华 的 路 径 昌 无 记载 , 伯 他 首先 到 达 的 

基 武 昌 ,所 以 把 他 视 为 从 海路 而 来 的 针 度 僧人 喝 为 合适 。 

在 公元 三 世纪 的 印度 本 土 , 似 还 不 能 说 有 瑞 罗 亚 斯 德 教 流 

行 , 因 此 我 们 倾向 于 林 悟 白 的 说 法 。 林 悟 殊 和 否认 《高 僧 传 》 

[1】 原 载 & 大 公报 在 糙 复 刊 圭 华 纪念 文集 $》 下 着 , 香 沪 ,1978 年 :收入 作者 & 选 堂 

集 林 .中 二 》$ 中 册 ,香港 中 华 书局 ,1982 年 ,472 一 509 贞 ; 灵 载 # 交 枉 $ 下 ,各 

桨 ,学 牛 书局 ,1991 年 ,467 一 470 页 ; 父 载 % 狗 宗 磊 史 学 论 广 集 $. 上海 十 秒 出 

版 社 ,1993 年 .44 一 441 抽 。 

【2 ] 馆 立 所 据 为 新 中 国之 出 土 文物 3? 略 12,1972 年 外 广 出 版 村 出 版 。 据 我 所 

知 , 这 是 此 《人 金 共 用 缀 ?题记 首次 判 布 。 

[3] 《中 华文 中 论点 $1985 年 第 2 畔 ,226 227 页 。 

【4] 过 岂 界 宗教 研究 3$1987 年 第 4 期 ,13 一 33 页 



这 条 史料 并 不 是 要 把 只 教 人 华 的 时 间 倒 回 到 陈 垣 所 说 的 北 

魏 神 龟 年 间 , 相 反 , 他 根据 东汉 末 以 米 西域 的 商 队 和 使 臣 不 

断 来 华 的 记载 ,认为 火 只 教 征 之 到 还 中 国 ,应 妆 早 于 神 龟 年 

间 ,了 喇 火 软 教 在 中 国内 地 产后 影响 , 峙 鉴 到 公元 五 世纪 以 

后 。 

稍 后 , 陈 国 如 先生 在 4 魏 晋 至 孟 唐 河西 [ 胡 ] 人 的 各 居 与 

火 柄 教 y 一 文中 , 举 出 《高 僧 传 ? 卷 上 《 安 正 传 4 的 记载 :“ 普 永 

嘉 中 ,天 下 疫 粒 , 则 悚 并 祈 减 愿 天 神 降 药 以 你 万 民 - "他 认 为 

这 里 的 天 神 也 是 只 神 !4 佛教 中 也 有 天 神 (Deva) 的 信仰， 

改 此 处 佛教 僧人 安 正 所 祈求 的 天 神 肖 难 下 定 为 呈 神 ， 陈 先 

生 此 文 重申 了 广 长 玫 先 后 关 于 石 赵 时 淡定 教 已 人 中 国 的 观 

点 ,并 据 唐 代 幕 志 记 凉 州 第 五 出 有 胡 村 ,作为 6 愤 书 》 所 记 刘 

驮 燃 灯 为 证 教 活动 之 补 证 。 他 还 提 到 西 杰 永嘉 六 年 (312》 

取 特 文 证 信 札 汉 译 文中 的 “救命 于 天 灾 大 难 中 的 天 坊 ", 即 

粟 特 人 所 信奉 之 只 神 。 这 一 点 极为 重要 ,可 惜 作者 没 做 进 

一 步 的 论证 。 

近年 来 ,只 教 传 人 中 国 问题 重新 引起 热烈 的 讨论 ,主要 

原因 还 在 于 吐 站 番 新 史料 的 发 现 。1977 年 ,吐鲁番 文书 整理 

小 组 和 新 疆 维 吾 尔 自治 区 博物 馆 合 摊 的 《吐鲁番 晋 一 一 唐 墓 

磊 出 土 文书 概述 》 一 文 , 握 示 了 吐鲁番 高 昌国 时 代 文 书 中 的 

“了 丁 谷 天 “ 琢 大 "以 尽 安 箱 勒 克 古 城 发 现 的 佛 径 题记 中 的 

“城南 太后 祠 下 胡 天 ", 指 的 都 是 只 教 祠 ' 21 此 后 , 唐 长 矣 先 

生 在 《新 出 吐鲁番 文书 发 掘 整理 经 过 及 文书 简介 》 一 文中 ,也 

f 1 1 有 西北 民族 研究 $》1988 年 第 ] 期 ，206 209 秃 ， 

【2 】 《文物 977 年 第 3 期 ,26 页 。 按 ,其 所 录 佛 又 厦 记 文字 有 误 , 参 看 上 引 [全 宗 

顺 的 录 文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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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 述 了 这 一 -在 法 04 1986 年 , 王 素 发 表 《 昌 火 刁 教 论 稿 》， 

对 这 些 叶 秀 需 新 册 土 的 材料 做 了 通 助 的 解说 。 他 考证 实 徊 

勤 克 十 城 出 十 《金光 明 经 ?题记 写 于 南昌 郡 时 期 (4327 一 460) ， 

其 所 记 之 "朝天 "为 火 证 教 祭 礼 声 所。 他 把 属于 奖 氏 高 昌国 

时 代 (460 一 640) 的 & 吉 昌 章 和 五 年 (535$) 权 羊 供 礼 帐 》 中 的 “本 

谷 天 " 必 高 贡 符 养 等 基 萄 园 得 油 帐 ?第 一 件 《 高 是 高 赣 秀 等 

按 计 人 供 帐 》 中 的 “奉天 ”高 昌 从 保 等 传 供 粮食 帐 ?的 “ 诸 

天 " 必 高 昌 乙 两 ,丙戌 风 某 夺 条 列 月 用 角 斗 帐 历 ? 的 "天 ” ,都 

解释 为 证 神 或 其 和 祭 礼 场 所 。 季 还 指出 《高 昌 永 平 二 年 1550) 

十 二 月 三 士 日 礼部 班 东 为 知礼 人 各 及 广 罚 事 》 中 的 “ 萨 薄 ”， 

即 高 昌国 专门 管理 和 监督 天 只 教 的 官员 [2 

对 此 . 林 悟 殊 先 生 在 《 论 高 昌 " 俗 事 天 神 ? 一 文中 ,把 高 

昌 账 历 中 所 祀 之 天 , 解 杰 为 高 虽 地 区 对 天 体 自 然 尝 苦 的 传 

统 信 刷 ,他 认为 目前 考古 材料 中 没有 发 现 火 检 教 经 典 、 寺 庙 

遗迹 .文书 记录 等 ,因此 正史 所 记 商 呐 国 所 俗 事 的 “天 神 ”， 

也 并 非 刁 教 。 术 情 殊 所 要 强调 的 是 ,高 昌国 不 是 没有 人 信 

奉 淡 殉 教 , 而 是 没有 普 庆 信奉 这 种 宗教 131 针对 此 文 , 王 

束 又 发 表 4 也 论 高 昌 "“ 俗 事 天 神 今 ,重审 自己 的 天 神 指 柳 教 

的 观点 【44 

对 于 高 昌 的 “天 神 ”, 陈 国 如 先生 《从 三 仪 看 道教 天神 ” 

2 # 东 方 学 报关 京都 ) 第 人 4 弄 ,1982 年 ,4 页。 又 风 唐 长 了 攻 4 山居 欠 稿 》 北京, 中 

华 书 局 ,19 中 年 ,326 页 . 

古 史 研究 986 年 第 3 期 ,168 一 好 7 页 。 作 者 没有 看 到 人 新 中 国之 出 十 文物 》 

所 刊 K 全 光明 缀 3 着 记 的 图 版 .其 所 据 祥 物 # 的 录 文 亦 误 。 

《 珈 中 研究 ?987 年 第 4 期 , 89 一 97 页 ;英文 本 “ADiscussion 由 em the Differ- 

Ehet between the Heaven - Cod ip the Qooo Kingdom and the Hi 机 Deigy of Zones- 

frianiare”，Zemiradasiartisehe Studien 23 1992， pp. 了- 12， 

《 历 出 会 究 31988 年 第 3 其 ,10 118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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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 在 商 虽 国 的 流行 ?一 文 , 又 把 锅 昌 的 “" 俗 事 天 神 ”. 指 为 当 

地 普 这 存在 的 崇 信 道教 天 帝 神 的 习俗 5 同时 ,他 发 表 

《对 高 品 同 某 硅 全 年 月 用 帐 的 计量 分 析 》, 并 不 再 认 人 《高 昌 乙 

西西 成 岁 其 村 条 列 月 肯 艇 斗 帐 历 ? 中 的 " 祠 天 " ,是 指认 教 

祈 拜 [234 

林 悟 殊 . 陈 国 灿 两 氏 的 论文 ,对 传统 所 认为 的 “天 神 " 即 

证 神 或 只 祠 的 看 法 提出 质疑 ,如 果 他 们 的 观点 成 立 , 则 动 播 

了 旧 陈 十 以 来 所 有 关于 旗 教 人 华 的 论说 。 然 而 ,他 们 在 建 

立 上 自己 的 党 说 时 ,没有 对 兴 此 "天神 "的 史料 做 全 盘 的 解说 。 

困 此 ,大 多数 学 者 仍然 把 史籍 和 呈 鲁 希 文 书 中 的 "天神 ”、 

“天 “明天 " 等 ,解释 为 共 神 或 被 祠 。 特 别 是 把 高 昌 的 定 教 

寡 职 萨 东 与 天 神 结 合 起 来 考虑 时 ,就 更 容易 理解 了 [3 对 

此 做 出 最 为 透彻 解说 的 是 姜 们 勤 先 生 的 《 论 高 虽 胡 天 与 敦 

煌 话 寺 #, 他 几乎 涉猎 了 所 有 重要 的 与 证 教 有 关 的 史料 , 论 

证 高 昌之 萨 薄 即 伊 兰 胡 户 育 居 点 上 的 一 种 政教 兼 理 的 革 客 

【1 《 魏 导 南北 和 胃 隋唐 出 资料 ?第 940 期 ,1988 年 .13 18,[2 贞 ; 卫 见 & 此 鲁 番 

学 和 解 究 专辑 #, 乌 曾 木 齐 , 1990 年 ,126 一 139 页 。 

【2] 《各 可 南北 朝 隐 店 史 资料 ?第 9.I0 期 ,4 一 12 页 。 

【3 ] 获 看 蓝 新 江 &oL 得 番 的 历史 与 文化 ?, 胡 地 等 编 旺 曾 番 》, 西 安 . 二 秦 出 版 

社 :1987 第 ,和 忽 51 页 ; 美 尾 吕 部 $ 章 和 五 (535) 年 取 羊 殿 担 能 中正 坷 

(TD 一 一 (吐鲁番 出 土 文书 ? 杜 记 (5 七 站 ,新 广大 学 & 史 依 ? 第 二 号 ，1988 年 ， 

1 一 3 南 ; 芒 川 正 铺 世 上 六 由 了 了 二 出土 《 吝 氏 商 具 国 时 代 和 名 玫 文 喜好 来 

者 买 误 书 y 拉 理 解 皮 六 二 症 世 3 内 陆 子 计 了 言语 四 研究 ?3v,19 的 年 , 147 一 

148 页 ; 钱 们 录 & 从 祠 部 广 书 看 高 昌 蒜 氏 王 朝 时 期 的 定 教 天球 特 九 姓 大 

人 ?新颖 文物 $1990 年 第 3 期 , 吧 一 101 页 : 备 宪 实 《 盘 氏 府 上 基 杞 部 班 条 诸 

神 玉 其 殖 想 制度 柯 探 y 《新 疆 文 物 》$1991 年 种 3 期 . 允 、 7 一 有 9 页 。 按 ,最 近 

马 轩 二 & 玖 祠 与 屋 斯 寺 # 一 文 把 天 神 .定神 说 成 是 著 罗 门 教 的 刘 雍 ,但 他 对 

于 只 教 虫 料 与 开 拓 亚 斯 德 教 的 关联 未 予 充分 考虑 ,而 育 接 说 它们 全 症 复 罗 

门 教 的 东西 ,似乎 难以 让 人 人 信服， 交 载 中国 历史 地 理论 此 ?31993 年 第 1 

辑 ，155 一 169 贞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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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首领 ; 高 昌之 无 神 , 即 主要 由 票 特 等 胡 人 供奉 的 容 神 , 吐 

章 铸 供 礼 文 书 中 的 “ 阿 麻 ", 即 粟 特 文 &dpag“ 大 神 " 的 对 音 ， 

系 指 族 教 大 神 阿 骨折 : 马 兹 达 (Ahura Mazda)。 必 者 所 得 的 

嬉 论 是 “十 六 国 至 北 翰 ， 间 天 "一 词 有 两 重 含义。 一 指 括 

教 ,如 ' 以 事 胡 天 " 倒 , 一 指定 祠 .如 伏 于 戎 无 ' 例 。 但 叉 说 

“高 昌 所 事 无 神 究竟 包括 哪些 神 只 ,仍然 是 一 个 有 待 探究 之 

於 ”, 这 显然 是 针尖 林 、. 陈 二 氏 提 出 的 质 艇 所 说 的 5 

归纳 晶 大 的 研究 成 果 ,我 们 可 以 得 出 以 下 认识 : 第 一 ， 

除了 《高 僧 传 3h 的 “ 火 榈 "和 “天 昼 " 指 印度 系 信仰 外 , 较 早 

的 史料 中 所 记 之 "天 神 ” ,由 于 没有 明确 的 佐证 ,因而 难以 论 

定 是 指 只 神 ,还 是 天 体 自 然 尝 拜 或 道教 天 帝 神 。 第 二 “大 

天 "一 名 带 有 有 " 胡 ”" 字 , 指 为 话 神 或 只 祠 比 较 容 易 接 受 , 但 此 

称 最 早 匈 载 于 唐 初 才 编 成 的 《 晋 书 》, 酉 此 容易 让 人 以 为 

“ 胡 " 字 是 后 如 上 去 的 。 旧 前 所 多“ 关 天 "一 称 的 最 早 例证 是 

志和 鲁 番 发 现 的 《金光 明 经 ;题记 , 写 于 庚午 年 , 偿 宗 显 先 生 指 

汶 430 年 ,池田 漫 先生 亦 表 园 癌 .245 第 三 ,高 昌国 官制 中 

的 “ 萨 薄 ”有 助 于 天神” 指认 神 的 论证 ,但 此 称 始 见于 六 世 

纪 中 时 的 文书 ,所 以 无 补 于 说 明 只 教 早期 的 情形 。 

实际 上 , 木 论 是 共 教 最 早 传 人 中 国 的 年 代 , 还 是 史籍 或 

【1 ]】 《人 忆 界 宗教 研究 ?1993 年 第 ! 期 ,本 夫 页 ; 多 大 看 姜 伯 勒 #+ 教 煌 吐 曾 番 文 

书 与 缀 山 之 路 ,北京 . 交 物 吊 版 守 ，1994 年 ,226 一 243 页 。 

[2 宰 田 多 人 中 国 古 代 写 本 识 语 和 集 录 $, 东 京 大 学 东洋 文化 研 沈 所 ，1990 年 ， 妈 4 

页 。 控 , 李 过 春 《 呈 策 番 出 二 三 国志 "入 书 ;和 佛 怒 时 代 的 初步 研究 ?, 推 

调 题 记 中 的 “本 后 柯 " 是 460 年 以 后 诅 生 安 周 兄 弟 为 其 母 短 氏 所 建 之 祠 , 因 

而 试 为 庚午 为 490 年 . 文 载 《 教 煌 学 辑 刊 3y198 年 溃 1 期 . 44 一 -45 页。 然而 . 

白 公 元 科 1 年 刘 庚 束 进攻 天 西 凉 , 商 昌 禾 就 易 主 北 膏 。 亿 不必 把 太后 初 的 

克 立 局 限 在 450 年 以 后 。 据 王 素 《 商 昌 佛 榈 击 司 寺 的 演变 ?的 统计 ,高 昌 地 

区 由 “* 柯 " 转 称 " 夺 " 的 时 间 界 根 是 460 年 他 学 林 疗 录 ? 第 1 各 ) ,故此 题记 

全 以 者 作 是 43 年 为 宜 。 



文书 中 的 "天神 " ,都 是 含 混 不 清 的 。 即 使 是 对 天神" 质疑 

者 略 而 不 谈 的 “ 胡 天 " ,也 可 以 让 认 为 是 高 昌 间 人 的 传统 天 

神 信 爷 。 究 其 原因 ,是 汉文 史料 在 记录 间 人 的 情况 时 表述 

不 铺 所 致 ,我 们 砂 必 要 检索 本 世纪 初 以 来 在 敦煌 吐鲁番 等 

地 发 现 的 二 语文 献 资料 ,并 且 绪 合 胡 语文 献 来 重新 理解 有 

关 的 汉文 史料 。 

二 、 从 票 特 文 古 信 札 看 只 教 传 入 
中 国 的 年 代 

从 北朝 末 到 唐 朝 , 史 料 所 记 的 证 教 信 徒 主要 不 是 波斯 

大 ,而 是 票 特 人 或 其 后 衣 。 如 出 自 蓝 特 安国 的 凉 州 安 芭 ,从 

“后 黎 安 蕉 陀 , 至 孙 盘 装 岁 , 代 居 癌 州 为 萨 宝 " 4 唐 天 宝 

元 年 (742) 以 前 ,长 安 崇 化 坊 有 米国 大 首领 米 萨 宝 [275 敦 

煌 城 东 围绕 惰 祠 建立 的 从 化 乡 , 也 是 以 票 特 人 为 主 的 聚 

落 !31 这 不 是 个 偶然 的 现象 .反映 了 此 时 中 国 的 只 教主 要 

是 来 自 于 票 特 她 区 。 

琐 罗 业 斯 德 教 由 教主 查 拉 图 斯 特 拉 (Zearathusba) 创立 

后 ,很 快 就 在 波斯 全 境 流传 开 来 , 阿 奖 美 尼 德 王朝 (公元 前 

539 一 前 331 年 ?时 立 为 国教 。 亚 力帆 大 东 征 曾 使 该 教 一 座 

识 徐 ,到 帕 提 亚 王 朝 (Parthia ,前 247 一 224 年 , 即 安 息 ) 柳 期 ， 

【1] 《元 和 姓 自 3 卷 四 安 氏 荣 。 

【2] 向 达 《k 订 代 长 安 与 西域 立轴 ?, 北 京 , 一 联 飞 店 ,1957 年 ,12 一 34.89- 92 页 。 

【3] 儿 用 温 胡 开 纪 中 趾 民 失 行 在 衣 雹 站 交 纪 上 人 性 落 》,《 工 一 却 3 了 了 六 化 研 

充 }? 第 1 号 ,1965 年 .49 92 页。 

285 罗 

到 了 妖 厅 当 流 霄 

喇 本 攻 



益 灯 开导 对 十 

洗 党 

荔 285 

重 又 复兴 。 萨 珊 士 朝 (224 一 后 1 年 ) 重 立 融 罗 亚 斯 德 教 为 周 

教 .只 有 沙 卜 尔 一 世 (Shapur 1.242 一 272 年 ) 更 走 欢 正统 瑞 

罗 亚 斯 德 教 的 异端 一 一 祖 水 万 教 (Znrwanism) ,因而 一 度 版 

依 了 与 祖 尔 万 教 相 类 似 的 摩 尼 教 。 

立 于 阿 姆 河和 锡 尔 河中 间 栗 竺 地 区 的 栗 特 人 , 早 在 阿 

契 美 尼 德 于 朝 时 期 就 接受 了 珊 罗 亚 斯 德 教 ,并 连 汪 在 该 地 

区 广泛 流传 。 在 萨 山 荆 朝 时 期 .已 经 占据 统治 地 位 。 票 特 

大 以 经 商 普 称 于 世 ,利之 所 在 ,无 远 弗 至 , 自 汉 和 人选 唐 ,不 断 有 

| 并 且 把 他 们 的 宗教 

信仰 传播 到 所 经 

要 待人 的 语 计 属于 中 上代 着 寿 东 支 , 与 大 夏 语 (Bactri- 

an)、 于 略语 (Khotanese) 相 同 ,一 般 称 之 为 标 特 语 或 票 特 立 

《Sogdian) 。 迄 今 为 止 ,在 中 国 发 现 的 最 时 的 票 特 文献 , 昆 斯 

坦 因 1907 年 在 训 煌 西北 一 座 长 城 烽 垃 ( 编 号 T.XI.a) 下 ， 

找到 的 一 组 用 票 特 文 尝 的 古 信 杞 ,有 大 小 不 等 的 十 余 件 残 

片 ,它们 是 在 河西 走廊 和 中 国内 地 做 生意 的 莫 特 人 写 给 家 

多 撒 马 尔 干 (Samarkand) 的 书信 。 这 组 重要 的 票 特 语 世 俗 文 

韦 , 最 早 由 辆 歌 尔 特 (H. Reichelt) 刊 布 在 { 英 国 捕 物 馆 藏 票 

特 文 写本 残 卷 》 中 14 但 并 届 有 敌 出 圆 靖 的 解释 。 关 于 古 

信 村 的 年 代 , 发现 者 斯 坦 因 根据 考古 调查 时 所 见 同 出 汉 简 

资料 的 年 代 , 认 为 这 些 纸 本 信 札 也 是 公元 二 世纪 的 产 

物 (2} 1948 年 , 仇 遍 学 家 人 异 宁 (机 .B.Hemning) 发 表 《 标 特 语 

古 信 筷 年 代 考 ?一 文 ,在 解读 其 中 最 重要 的 一 封 信 冰 内 容 的 

【 1] ] 是 .Reichel， 上 re SEEisekeih 理 amuzsrhrienrerte des 呈 rEisrpenr faseumr ,IT FHei- 

dberg 1331 .PP ] -42 . 

【了 ] 站，Stein，3SerinuEa ,型 ,Oxford 1921 ,pp.671 一 77 



基础 上 ,参照 汉文 史籍 的 有 关 记 载 ,认为 写成 于 公元 311 年 

前 后 [14 这 一 结论 为 学 术 界 广 证 接受 。 和 但 到 了 七 十 年 代 

末 , 哈 与 霸 (J.Harmatta) 连续 发 表 4 斯 坦 因 盏 士 与 票 特 语 十 

信 杜 的 年 代 》 必 粟 特 语 古 信 杞 年 代 的 考古 学 证 据 》 必 伊斯兰 

化 以 前 的 中 亚 史 的 票 特 语 史料 》 篇 文章 ,力图 从 考 占 和 文 

献 学 两 方面 ,证 明 十 信和 札 征 公元 196 年 的 遗物 [321 我 国学 

者 陈 国 如 发 表 《 敦 煌 所 出 又 特 文 居 杞 的 书写 地 点 和 时 间 问 

题 》L3 1 林 梅 村 发 表 《 敦 焊 出 土 票 特 文 古 书信 的 斯 代 问 

题 ?4) 分 别 颂 向 于 重 字 和 瞪 马 境 的 观点 。 此 后 , 格 瑞 内 

(E.Grenet) 与 下 婚 斯 - 威廉 姆 斯 (N. Sims - Williams ) 合 扎 

《可 特 请 击 信 札 的 历史 内 容 》 一 文 , 全 面 考察 了 与 断代 相关 

的 考古 .纸张 . 欠 容 .字体 等 各 方面 的 情况 ,结论 是 写 于 311 

年 后 不 入, 进一步 肯定 了 桓 宁 的 观点 551) 对 涉及 古 信和 札 年 

[ 1】 机 .HB. Henning, ”The Date of the Sogiian Ancicnt Letters” Budierin 可 he School 坟 

念 jenial andl Win Sieer ，X ,1948 ,pp ,601 一 515- 

[ 2 ]】 本 Harmnatta,”Sir Abrel Suein amdl the Date of i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ym ，Fapsiee 

Tame of the Drientat Cofiertion 1951. 一 19 和 6 ，Budapest 1978，pp.73 -383 工 

dem. ,The Archaeologicai Fujidetee for tbe Date of he Sogdian “Aneient Tetter ”， 

Dudpes 各 机 2 Sonrees 0 矶 e 有 story 可 eeiarae errai dt，Budapeat 1979. 

可 .1 一 905 idem. ”Sntian Sourees fos the History 吕 me-ialamic Centrat Asia”， 

oggaoriena 引 We Soarees om 友 e istary f 及 e lamic Cemrrai sm ,Fudapest 

197p ,pp- 153 - 165. 

[3 ] 《 强 晋 南北 朝 隋 唐 史 资料 ?第 了 期 ,1985 年 ,10 一 1 页 - 

【4 ] 《中 国 吏 研究 $1986 年 第 1 期 ，87 一 如 页。 此前, 黄 振 华 《 妈 特 文 及 其 文献 》 

一 文 也 有 同样 的 观点 , 瞄 t 中 国史 研究 动态 31981 年 第 少 期 .32 一 33 页， 

[5 ] 下.Crenet ard NSime - Wilhams The Higiorcd Conrerd f the Sogdian Ancient 

Cettets"， Transitipm Penotts 闪 了 anicn 王 story《Stadia Iranicay eahiey SS) ,Leaven 

]5%87,pp. 101 - 122.， 此 文 已 南 士 理 先 诺 成 中 文 , 题 《 聚 特 语 十 迟 的 二 中 背 

其 让 载 《 概 烛 研 究 $1999 年 第 工期 .110--119 页 。 并 请 参看 刘波 (部 煌 所 出 

潜 特 语 古 信 札 与 两 晋 之 际 数 煌 姑 赋 的 守 特 人 3》, 辑 煌 研 窗 31995 年 第 3 期 ， 

147- 一 [54 页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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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 的 种 种 内 证 和 外 证 的 进一步 孝 索 ,可 以 肯 完 恒 宁 、. 陈 国 

灿 、. 格 瑞 内 与 辛 姆 斯 - 威廉 姆 斯 等 人 的 结论 , 即 这 组 书信 

守 于 西 普 永 癌 五 年 (31 中 及 其 后 几 年 间 1 

我 们 之 所 以 要 详细 介绍 萌 特 文 六 信 札 的 年 代 ,是 因为 

我 们 认为 在 这 些 信 札 中 包 售 了 传人 中 国 的 最 早 的 只 教 村 

索 。 这 些 信 和 札 大 多 数 已 残缺 不 全 ,只 有 第 二 号 信 札 保存 了 

比较 完整 的 内 容 , 它 是 一 位 名 喇 Nanai - Yandak 的 人 写 给 家 

多 的 书信 ,报告 他 从 酒 西 地 区 派 往 各 地 的 商人 的 活动 情 襄 

和 他 们 各 自 遇 到 的 战事 。 信 杞 的 内 容 主 要 是 以 Nanai - 

Vandgak 为 攻 的 桶 特 商 团 经 商 活动 的 报告 ,但 其 中 仍 可 以 发 

现 他 们 宗教 信 爷 方面 的 蛛丝马迹 。 

时 在 1948 年 ,便于 在 确定 古 信 杞 的 年 代 时 就 兽 指 出 ， 

这 些 信 札 中 汶 有 提 到 后 来 桶 特 文 文献 中 经 常 提 及 的 佛教 和 

摩 尼 教 , 但 在 一 些 人 名 中 包 例 了 古代 人 切 朗 神社 的 名 称 , 如 第 

二 寻 入 村 的 发 信人 Nanai - Vandak ,总 为 “如 娜 女神 之 作 ”: 

又 如 Artixw -~ Vandak , 喜 为 “( 只 教 《 阿 维 斯 载 经 》 中 ) Asig 

varmabhi 之 仆 ” ;这 有 第 一 号 信 杞 中 的 pynpt - ,人 德 认为 就 是 当 

{ Harmata 仍 热 基 持 自己 的 埋 点 ,和 其 所 扬 简 短 的 村 记 ”*The Daie of he Sogdiar 

上 Ancient fedbar"， 载 Trin pg Tire -Fang 2 ea ,国友 .Cadonmnay Firenze 

1992 ,mh.18- 20。 大 洒 烤 学 者 均 采 用 重 宁 的 说 法 (有 的 年 代销 有 林 阿 ) ,如 

凡 央 评 4 汉 唐 之 标的 西域 豆 大 ?3,《1983 年 企 国 敦煌 学 术 讨 论 会 文 能 .立足 油 

书 编 ? 上 , 丰 人 民 出 版 社 .1987 年 ,91 一 93 摧 ; 张 广 达 # 唐 代 六 胡 州 等 地 的 

昭武 轴 姓 》 必 北京 大 学 学 报 》1986 年 第 2 期 .77 蕊 。 按 , 李 志 敌 攻 有关 地 宕 

研究 与 斯 韦 因 扬 获 宋 特 信 术 断 伐 间 题 ? 据 脱色 塔 译本 的 没 译 京 ,水 邯 订 二 

挤 札 牛 的 一 些 地 名 , 铺 论 是 写 于 五 代 后 焉 天 柱 一 年 (937)。 作 者 没有 海 早 

掌 者 冯 对 喻 玛 塔 所 译 地 名 的 夯 双 , 更 不 考虑 紧 符 文字 体 . 语 言 、 内 容 所 永吉 

人 入村 在 整个 标 特 立 献 由 的 十 郑 地 得 ,其 论说 不 烦 详 扒 ,其 广 载 4 中 国 历 由 地 

下 研究 》1992 年 第 4 畔 ,137 一 152 页 。 



年 敦煌 娜 刀 女 神 宰 中 的 一 位 神职 人 员 [1 1965 年 ,和 忻 宁 在 

# 静 特 神 只 考 》 一 文中 ,列举 了 现存 票 特 文献 中 出 现 的 伊朗 

万 神 胡 中 的 一 系列 神 只 ,其 中 见于 票 特 文 古 信 杞 人 名 中 者 ， 

除 上 述 两 神 外 ,还 有 Druyispaf Druraspa?) 和 Taxs 放 ,他 还 比 

定 后 者 即 《新 声 书 》 卷 二 二 一 下 《西域 传 } 昭 武 九 姓 中 西 曹 国 

条 下 提 到 的 “得 悉 神 ” 5 

由 此 看 来 ,与 于 西晋 未 年 的 粟 特 文 圳 信 札 虽然 没有 直 

接 讲 到 琐 罗 亚 斯 德 教 ,但 其 中 的 人 名 包含 了 一 些 窜 神 要 素 ， 

透露 出 信 札 所 提 到 的 粟 特 人 很 可 能 是 些 容 教 信徒 。 

随 着 伊朗 学 界 对 形 罗 亚 斯 德 教研 究 的 进步 ,特别 是 前 

荔 联 学 者 在 粟 特 人 的 本 土 撒 马尔 干 附近 的 稳 格 山 (Mug ) 发 

现 的 八 世纪 权 特 文书 的 解读 ,以 及 近年 德国 和 巴基斯坦 学 

者 在 印度 河上 游 发 现 的 数 百 件 票 特 文 题 铭 的 刊 布 ,我 们 今 

天 对 于 票 特 人 所 信仰 的 只 教 神 只 和 他 们 的 突 教 教 团 组 织 都 

有 了 更 为 深刻 的 认识 。 具 体 说 来 , 八 世 纪 的 穆 格 山 地 区 , 正 

处 在 桶 特地 区 最 大 的 康 国 首府 的 附近 ,正如 八 世纪 中 叶 爸 

行 中 亚 的 新 罗 代 人 慧 超 所 记 ;“ 从 大 窒 国 已 东 , 并 是 胡 国 , 即 

是 安国 . 草 国 . 史 国 .五 ( 层 ) 国 米国. 康 国 …… 又 此 六 园 ,总 

事 火 只 ,不 识 佛 法 。131 在 穆 格 山 文书 中 , 记 有 两 个 负责 兄 

教 事务 的 宜 称 , 即 mwypt - (chief magus, 穆 护 长 ) 和 ynpt - 

《lord of the temple , 祠 主 ), 姜 伯 勤 先生 非常 有 说 服 力 地 证 明 

了 ,这 两 个 称呼 分 闸 相 当 于 《 通 翰 》 所 记 管 理 只 教 的 萨 宝 府 

[ienning, The Date of the Sagdian Ancient Lettere" ,pp 602 - 605， 

[2 ]】 多 .B、Henning, “ASogliam God"，HBielletin arthe Sciool 旷 Oriental md 4Fican 

Seuatier .XINXVIIE.2,1965. pp.252 - 253 . 

【3 】 套 君 全 员 正 进 编 & 芍 超 往 五 天 竺 国 传 研 演 》, 京 帮 大 学 人 文科 学 研究 所 ， 
1992 年 .24.43 页.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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视 流 内 官 “ 只 正 " 和 视 访 外 官 “只 祝 ” 站 1 近年 的 研究 成 采 

表明 , 划 特 文 及 ( 神 ) 是 琐 罗 亚 斯 德 教 众 神 中 具有 支配 地 位 

的 最 重要 神 只 ,因此 在 文献 下 经 常 就 用 单独 的 久 一 词 ,来 

指称 项 罗 亚 斯 德 教 的 最 高 神 阿 非 拉 ' 玛 效 达 (Ahura 

Mazqi) (21 这 种 认识 可 以 进一步 确定 Pynpt - 就 是 指 专门 

负责 族 教 教 团 内 部 事务 的 只 祝 。 由 此 ,我 们 可 以 重新 认识 

恒 宁 早 就 从 第 一 号 十 信 札 中 检 出 的 pynpt - 一 名 ,他 的 确 是 

西晋 末年 就 烛 地 区 一 所 证 柯 中 的 只 祝 ， 

尽管 人 们 还 没有 从 桶 特 文 古 信 札 的 残 文中 找到 mmwypt - 

〈 穆 护 长 ) 一 词 ,但 栗 特 语 专家 声 田 丰 氏 ,最 近 成 功 地 重新 转 

写 了 刺 歌 尔 特 误 读 的 第 五 号 吉 信 札 开 头 的 人 名 部 分 ,并 对 

证 出 其 中 的 s mp"w 即 汉文 史料 中 的 " 萨 宝 ”, 意 指 " 队 商 首 

领 "!31 对 比 前 人 推断 的 各 种 * 萨 宝 "的 原 语 , 我 们 不 难看 

出 这 一 比 定 在 对 音 和 历史 背景 上 都 更 为 圆满 。 吉 田 氏 的 这 

一 重要 发 现 , 解 严 了 长 年 以 来 有 关 " 萨 室 " 语 源 的 争论 。 值 

得 进一步 强调 的 是 ,此 词 在 票 特 文中 的 本 义 是 “ 队 商 首领 ” 

之 义 无 疑 ,但 其 这 层 含义 应 当 是 "人情 兰 系 胡 户 聚 居 点 上 的 一 

种 政教 兼 理 的 著 客 大 首领 "!41 结合 以 上 只 祝 和 人 和 中 只 

神 的 记录 ,我 们 不 难 把 这 里 的 $ rp"w( 萨 宝 ) 认 作 兼 管 这 个 

粟 特 商 团 商 务 种 窍 教 事务 的 大 首领 。 

1 ] 美 信 吉 & 论 高 昌 大 天 与 敦煌 只 寺 3》 ,4 一 5 页 。 奢 看 杜 顶 《 通 典 》 中 华 书 局 标 

点 本 ,北京 ,1988 年 ,1105 页 作 * 被 视 " ,和 失 校 。 

2] NSime - Wiliama， ”Mithra ihe Haga”，Fistoire 人 dtes de 站 Asie eemuraie 

Preistauniigre ,后 - 下 Reamand and 请 ，Grenet, Paria 1991,P.179. 

3]】 吉 用 万 《7 多 上 下 语 杂 录 {I)》 风 才 员 工 站 ?第 3 卷 第 2 入 .1989 年 .16 一 

1391 页。 

4 ] 姜 伯 勤 # 论 高 昌 胡 夫 与 敦 析 只 寺 ?$, 4 页 。 



根据 第 五 号 十 信 村 的 发 们 地 点 (这 个 票 特 商 岗 的 主 

要 根据 地 是 河 四 走 原 中 最 大 的 城镇 站 州 站 藏 (ke ny) ,而 他 

们 话 动 的 范围 很 广 , 东 和 到 金 束 {knezyn) 长 安 ( wmt nm 、 洛 

阳 ({sry) , 归 城 (nkp 等 中 原 内 更 , 西 刍 酒泉 (ecewcnay) .部 煌 

(Srr”n) 万 至 标 特 本 土 , 尽 管 有 些 邮 名 尚 无 法 确定 其 所 

指 54 但 可 以 背 定 这 指 并 特 商 人 是 迹 所 至 , 远 较 上 面 所 说 

的 范围 要 六 觅 得 移 ， 他 们 已 经 这 人 到 中 原 地 区 ,而 县 从 他 

们 书信 中 的 日 气 以 及 他 们 所 做 买卖 的 数额 之 多 ,我们 不 难 

想 稼 他 们 的 到 来 已 经 有 了 一 盘 时 间 。 从 本 论题 上 来 说 ,至 

蜡 在 西晋 时 斯 .也 即 公元 二 世纪 末 到 四 世纪 初 ,村 特 商人 已 

糙 他 们 乓 信仰 的 玉 罗 亚 斯 德 教 传人 中 国 。 而 且 从 十 售 杞 所 

多 的 萨 裤 和 雇 祝 两 个 斌 教 神职 人 员 称 导 来 看 , 票 特 商人 聚 

落 内 ,可 能 已 有 了 教 团 组 织 以 及 从 事 宗 教 事务 的 场所 一 一 

只 祠 。 

第 二 号 古 信 杞 的 书写 者 Nanai - Vandak 显然 是 这 个 军 
特 商 团 中 的 重要 人 物 ,他 入 中 提 到 前 往 各 地 的 商人 都 是 他 

演出 的 。 他 的 信和 是 写 给 撒 马 尔 于 家 乡 的 主人 Nanai - Suvir 

的 。 两 者 的 名 字 中 都 含有 邬 娜 女神 (Nana) 的 名 字 ,. 反 映 了 

当时 聚 特 人 对 此 玄 神 的 特殊 算 爱 。 这 一 点 在 印度 河上 游 栗 

特 铭 文中 也 得 到 印证 ,这 些 铸 刻 在 今天 中 巴 高 速 公路 巴 基 

斯 则 一 偶 的 聚 特 铭文 ,年 代 稍 晚 于 古 信 和 札 ,其 中 也 是 以 带 有 

-] 】 月 .Smm 一 评测 ianpm “上 Sogdian freeting" ，fiorolli 捷 anico papers 如 oaotr 尽 

Dearrd Re jaeRenegi ,ed， 民 .下 Femmerick umd 站， 三 eher, Frankfuat 

41991,p-1 哑 、 阵 国 灿 上 引 广 12 一 13 真 推测 第 二 导入 马 的 寄 发 地 点 是 站 器 ， 

概 有 上 货 地 。 

票 符 文 古 信 札 中 的 地 和 名 尚未 全 部 比 定 出 来 ,这 里 提 到 的 地 名 ,是 上 引 Flen- 

ning、Harmmatta .Crenet ar Sina - Winiama 论文 中 比较 统一 认识 的 节 分 。 

:2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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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Nanai" 神 名 者 居多 !1 从 同一 地 点 所 见 到 的 琐 罗 亚 斯 德 

教 祭 火 神 坛 岩 刻 以 及 其 它 古 伊朗 宗教 主题 来 看 5 这些 票 

特 人 也 主要 是 只 教 信 徒 ， 票 特 人 嘻 期 这 种 娜 娜 女神 信仰 也 

可 以 从 汉文 息 料 中 得 到 优 证 , 周 书 》 卷 五 〇 4 突 顾 传 》 记 : 

“大 统 二 一 年 (545) , 太 祖 遗 酒泉 胡 安 诺 加 陀 使 露 。 这 位 出 

使 突厥 的 安 同 权 特 人 的 名 字 , 即 栗 特 文 " axiBntk 的 对 

译 1 与 二 号 十 倍 札 书写 者 的 名 字 类 似 , 也 意 为 * 娜 娜 女神 

之 从 "。 此 外 , 吐 鲁 亚 出 土 文书 《高 晶 曹 莫 门 陀 等 名 籍 ? 七 

世纪 初 ) 中 的 “( 草 ) 那 宁 潘 " [44 《高 占 内 藏 春 得 称 价 钱 帐 》 

中 的 “( 安 ) 那 宁 畔 "“( 康 ) 那 宁 标 "15 《 唐 康 某 等 荣 器 物 

冰 ?》 中 的 “( 康 ) 那 你 延 " (6)《 唐 垂 拱 元 年 (685) 康 义 罗 施 等 

请 过 所 案卷 ?中 的 “性 ) 那 你 潘 "571 以 及 敦煌 发 现 的 4 唐 天 

宝 十 载 (751) 敦 煌 都 敦煌 县 差 科 每 》 中 的 “( 罗 ) 宁 宁 芬 [8) 

[1 ] Sims- Wailiame. “Mithra the Bapa",p.177， idem.，”The Soedian Taaerittions of 

the Upper Edias:， a paliminary report”，dmtigeuities of Woriherm Paakirearr 局 ortr 

end Suie ，1: Rock inscriptionsg Im the lndus Valler,ed- 芭 。Jettmar, Mainz 1989， 

P.135 . 

【2 ] 其 ，Jatmar, "Jranian MoHves and Symbols 上 Penayphe in the Indus Valley"， 

uisra eg st 本 mrienta 瑟 ,60.1 一 4,1986,pp.149 -163. 

了】 了 Harmatta， “JInam -Taroca”，4ecta fentalia 上 pariewe ，XRY，1972，p. 

2734 了 ，Yoahida “Review of Sagdien and other preian inscriptions 术 ie Lpper 

To 开 ” Bedietn 史 1ie Schoof of Drienral and dieeua Searties 57.2。1994,p， 

391 

【4 ] 《mt 乱 萌出 二 文书 ?第 三 册 ,北京 ,文物 出 版 持 ,1981 年 ,120 页 。 比 定 见 十 

招 圭 & 2 让 语 夯 大 名 再 构 放 人 必 羡 囊 “ 手 一 上 3 . 783， 和 半 合 ,71 页 。 

【5 ] 《 吐 普 番 出 土 文书 ?第 一 射 ,319.323 页 。 

[ 芋 ] 《 叶 短 匈 出 土 京 书 3 第 六 册 ,北京 广 特 出 版 技 ,1985 华 ,48 页 。 

【7 ] 《 吐 鲁 俘 出 土 立 书 3 第 七 册 .北京 广 特 出 版 社 ,1985 年 ,88 页。 

[8] 字 田 温 上 引 玄 ,时 页 ， 比 定 见 D， 机 ehber, “了 mr sopgdashen Peraonenna- 

memBehtng” ，Friogermaniicie porschungen .77.[972,pb.198 - 199; 蔡 久 生 《 唐 

代 九 姓 胡 礼俗 蕉 考 ? 光 立 中 ?第 千 香 ,19932 年 ,122 页 。 



这 些 人 各 中 的 "和 那 宁 "“ 于 你 "“ 宁 宁 ”, 都 是 “Nanai" 女 神 和 名 

字 的 不 同音 译 ,是 这 种 娜 印 女 昼 信 和 爷 的 反 腾 。 

以 上 上 我们 衫 据 邓 村 特 文 证 信 杞 中 专 有 名 闻 的 分 析 , 特 

别 是 其 中 的 " 萨 宝 "和 "证 祝 " 的 对 应 启 的 确认 ,基本 上 癌 以 

确 完 .在 写成 十 伟 杞 的 公元 旧址 纪 初 时 , 源 于 波斯 的 融 罗 亚 

斯 德 教 就 由 票 特 人 带 刘 中 国 , 从 这 个 村 特 商 团 成 员 的 活动 

范围 , 可 以 排 知 此 时 认 教 庶 当 已 经 传人 中 国 的 中 心地 

区 长 安 和 和 洗 阳 一 蒂 。 

村 特 立 占 售 札 的 斌 教 内 洱 和 年 代 的 确定 ,也 有 助 于 我 

们 理解 已 知 的 汉文 材料 。 

元 长 毅 先 生 检 出 的 《 晋 书 : 石 季 龙 载 记 ? 记 二 下痢 士 全 

于 间 天 的 时 间 ,正好 就 在 比 票 特 文 古 信 礼 稍 晚 的 年 份 中 。 结 

侣 唐 先 生 所 论证 的 右 氏 之 胡 姓 及 石 赵 国 中 几 东 之 俗 与 栗 特 

人 的 关联 17 使 我 们 可 以 进一步 肯定 这 条 史料 的 可 靠 性 。 

葛 特 立 古 优 杞 所 摇 示 的 这 批 信奉 社 教 的 桶 特 人 ,是 以 凉 

州 武威 为 其 大本营 的 。 汉 文忠 料 也 表明 凉 州 是 最 早 有 只 教 

的 地 点 之 一 , 甚 中 来 自 布 哈 拉 的 安 氏 , 自 北 笋 以 来 任 凉 州 巨 

姓 大 的 政教 首领 萨 宝 。 由 十 信 札 更 可 以 将 凉 州 窗 教 集团 的 

历史 上 况 到 西晋 末年 。 另 外 .朝野 爹 载 记 唐 代 凉 州 有 履 祠 ， 

供奉 只 神 121 这 也 应 当 是 和 十 信和 札 时 代 的 定 祠 一 脉 相 承 的 。 

我 们 基本 可 以 确定 只 教 的 人 华 年 代 最 蜀 是 在 西亚 本 

时, 也 是 ,点 当 指 出 的 是 ,只 孝 最 祈 大 概 上 只 是 在 栗 特 人 的 聚 

落 肉 部 流行 ,所 以 汉人 对 但 们 的 宗教 活动 了 解 不 。 随 着 

人 华 宫 特 人 的 逐渐 汉化 ,汉人 也 渐渐 对 只 教 有 了 更 多 的 认 

【1 】 盾 长 岂 ( 弄 如 杂 明 考 ?416 一 418 页 。 

【2 ] 慢 是 会 载 }, 越 守 他 点 校本 .中 华 书 声 ,49 了 年 .后 贞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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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识 ,这 大 概 是 有 关 只 教 的 汉文 史料 大 都 较 晚 的 原因 所 在 . 
古 

中 

相 | 。 三、 西域 早期 的 天 神 崇 苦 
与 

外 在 确定 了 认 教 在 公元 四 世纪 初 传 人 中 国 这 一 由 实 后 ， 
米 还 应 当 对 西域 诸 国 * 俗 事 天 神 "问题 加 以 解说 。 现 企 史料 对 
。 西域 诸 国信 仰天 神 的 记载 大 致 如 下 : 

“该 斯 国 俗 事 火 神 天 神 ”, 见 4 史 》 九 七 必要 书 和》 一己 

“高 昌国 俗 事 大 神 , 兼 信 伴 法 ”, 见 《 北 史 》 刀 七 发 隋 书 》 

八 一 人 《条 书 ?一 口 一-。 

“ 焉 普 国 俗 事 天 神 ”, 见 《 北 史 》 丸 七 周 书 》 五 心 《 义 

书 # 一 已 二 。 

… 事 天 神火 神 ”, 见 《 梁 扫 》 五 四 发 南 史 》 七 九 。 

“ 康 国 俗 事 大 神 ”, 见 《 通 典 》 一 九 三 引 韦 节 《 西 蕃 记 》。 

“ 朴 勒 国 俗 事 只 神 ”, 见 《4 旧 唐 书 》 一 丸 八 。 

“于 阅 国 好 事 检 神 , 崇 佛教 ”, 上 网 《 旧 唐 书 一 九 八 居 喜 事 

只 神 .浮屠 法 ”, 见 《新 唐 书 》 一 二 一 

“安国 、 曹 国 , 史 国 、 石 ( 骤 ) 国 .米国 、 康 国 …… 总 事 火 

共 ,不 识 佛 法 " , 见 瓯 超 4 往 五 天 等 国 传 》。 

这 里 所 记 恋 斯 国 和 康 、 安 . 草 . 史 、 石 . 米 等 昭武 九 姓 诸 

国 以 及 滑 国 所 信之 天 神 即 只 神 ! "如果 单 从 文字 上 对 证 ， 

【1]】 甘于 晤 起 妃 姓 , 套 看 舌 出 正 进 编 # 束 超 往 二 天 竺 国 传 研究 》,162 一 165 .168-- 
! 169 页 ! 砷 田 直 执笔);， 关于 滑 国 .参看 余 太 山 《 咀 叶 中 斌 究 》, 齐 外 书社 ， 

1986 年 ,143 一 144 页 .， 

和 1794 



也 可 以 认为 高 昌 ,并 音 所 事 之 天 神 , 即 踢 勒 .于 阁 所 事 之 认 

神 。 从 吐鲁番 的 考 吾 发 现 和 现存 的 宗教 遗址 来 看 ,几乎 都 

是 佛教 . 摩 尼 教 . 景 教 的 文物 或 文献 吉 存 , 闪 疫 有 明确 的 话 

教材 料 ,内 此 有 的 学 者 邓 上 还 高 昌国 和 俗 事 天 神 的 记载 产生 

人 怀疑 。 对 此 ,我 们 仍 可 以 从 当地 出 上 的 中 十 仍 朗 请 文书 中 

抄 到 答案 。 

虽然 上 上 个 世纪 林 和 本 址 纪 初 在 吐 角 番 所 著 丑 遍 请 文献 

示 料 主要 是 摩 尼 教 .佛教 和 景 教 的 内 容 , 但 通过 对 这 些 宗教 

文献 所 用 词汇 的 纲 心 考察 , 伊 裔 语 专 家 阿 斯 本 森 1.P, As- 

mussen) 兴 为 , 坤 存 栗 特 语文 献 表 项 的 是 一 种 文化 和 宗教 发 

展 刘 最 后 防 段 时 的 形态 ,它们 的 一 些 词汇 志明 ,在 这 个 历史 

发 展 的 初期 阶段 ,有 一 个 示 岁 亚 斯 德 教 流行 的 时 期 。 他 举 

出 一 系列 摩 尼 教 和 佛教 文献 中 的 票 特 文 ,说 明 它们 来 源 于 

嗓 些 & 阿 绯 斯 塔 经 ?或 特定 的 开罗 亚 斯 德 教 词语 ， 如 me 

?mn 源 于 《 阿 维 斯 塔 》 的 raoxgan ~ 二 gar5 donana ~ ， 喜 为 

“光明 开国 .大 朵 ”等 等 (1 吐 鳃 番 发 现 的 票 特 语 佛教 文 

献 大 多 是 译 自 汉文 佛 虹 ,而 汉文 佛 暴 最 早 考 为 大 谷 探险 似 

在 旺 峪 沟 所 获 的 元 康 六 年 (296) 所 生 《 诸 佛 要 集 经 》 2 摩 

尼 教 和 景 数 一 般 也 是 七 世纪 初 以 后 流行 的 ,因此 ,可 以 把 语 

言 学 家 们 指出 的 只 教 词汇 疲 行 于 吐 重 备 的 年 代 , 放 到 七 世 

纪 以 前 或 更 时 一 些 的 时 间 果 。 

吐 钥 番地 区 从 什么 时 候 开始 传人 认 教 ? 这 是 个 很 难 回 

[ 1] 丁 P. asmusaen， “The Teaniar in Zenbalurien Kultur - 此 reliffions -historisdhie Be- 

merkunaen ，deto rerualia，XXVH .31963, Pb. 1l9 - 127i iaem,， “Peoples 

了 Religions in [enbal 汪 5ia”。 天 下 SEEREH .tuadlies 加 Jariciaeisr Copumhagen 

196s ,pp 131 - 14- 

[2 ] 荡 瑟 凋 & 让 二 十 代 写 本 讶 请 集 承 ?, 友 页， 

到 丑 克 过 姨 过 

号 机 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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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 的 问题 ,从 河西 走廊 的 情况 看 ,至 少 不 应 晚 于 粟 特 文 占 信 

杞 的 年 代 。 考 古 学 者 曾经 从 吐 普 番 上 曲面 的 阿拉 猩 中 ,发 气 

到 属于 战国 到 两 汉 时 期 的 铀 器, 其 中 有 一 件 高 方 座 承 兽 铜 

盘 , 被 认为 是 与 杯 教 天 炎 有关 的 文物 !!45 但 这 件 三 证 , 尚 

不 能 肯定 它 与 只 教 的 直接 联系 。 

有 关 时 重音 地 区 最 早 的 认 教 信息 ,是 1950 一 195?7 年 在 

高 昌 故 城中 发 现 的 三 批 共 32 核 落 珊 波 斯 银币 ,都 居 沙 卜 尔 

二 志 (Shapur HI 309 一 379) .阿尔 达 希 二 世 ( Ardashir IE 379 一 

383) 和 沙 下 尔 三 世 (Shapur IIU 383 一 388) 时 期 铸造 的 。 这 些 

钱币 的 夯 定 模式 是 (图 47), 正 面 为 发 行 该 货币 的 国王 头 

像 , 头 冠 上 有 一 个 奴 形 饰 御 , 象 征 定 教 最 高 神 阿 胡 拉 : 马 兹 

图 47 萨 珊 波斯 银币 

{ 1] 穆 至 英 , 玉 明 冶 .入 粹 华 4 建 国 以 来 新 狂 考 韦 的 主要 收获 》, 新 丑 社会 科学 院 

考 占 研 容 所 统 f 新 于 考古 三 十 年 ? ,新 疆 人 人 民 出 版 社 ,1983 年 .5 页 ,图 版 43; 

彩色 图 上 店 见 新 疆 维 吾 杀 自治 节 社 会 科学 院 着 右 研 究 所 编 4 新 竹 占 代 红 族 立 

物 》, 北 京 误 牺 出 版 社 ,1985 午 ,图 版 118, 



达 ; 背 面 中 间 为 拜 火 昧 坛 , 两 边 各 立 一 个 祭司 或 其 他 神职 人 

员 , 火 坛 上 方 的 火焰 之 上 ,有 阿 冰 拉 ' 马 兹 达 的 侧面 像 。 值 

得 注意 的 是 1955 年 发 现 的 一 组 和 校 ,是 装 在 一 个 用 煤 精 

制 成 的 黑 包 方 意 内 ,夏利 先生 因而 推测 它们 是 十 个 一 组 供 

奉 在 宗教 场所 的 ,但 所 供 为 何 种 宗教 并 未 说 时 (1 它们 很 

可 能 是 供奉 给 只 祠 的 ,因为 信奉 只 教 的 棍 特 人 是 当时 波 

斯 银币 的 主要 持 有 者 。 无 论 如 和 何 , 萨 山 银币 上 清楚 的 拜 火 

救 图 像 ,必然 引起 当地 人 的 兴趣 ,并 由 此 了 解 只 教 的 基 

本 说 教 . 这 三 批 萨 珊 银 币 的 年 代 , 稍 迟 于 标 特 文 十 信 札 的 

年 代 - 此 后 ,区 有 了 我 们 在 吐鲁番 文书 中 见 到 的 “明天 "(430 

年 )“ 于 和 谷 天 ”(535 年 )“ 萨 沙 ”(550 年 )“ 阿 摩 "(622 年 ) 

等 记载 ,从 而 可 以 把 高 昌 地 区 信奉 本 教 的 史实 贯通 起 

来 。 

高 昌 的 天 挤 或 衣 天 , 即 粟 特 文 前 Baga(By 神 )} 和 Adbag 

(”“ 呈 7 大神) ,后 者 音译 为 “ 阿 摩 ”, Baga 是 阿 胡 拉 .与 兹 达 

的 通称 ,天神 应 当即 指 窗 教 最 高 神 阿 胡 拉 .了 马 兹 达 , 此 神 史 

是 善 神 ,太阳 神 ,代表 光明 、 火 ,又 是 智慧 之 主 。 只 教 是 产生 

于 公元 前 六 世纪 的 古老 宗教 ,其 宗教 建筑 和 仪式 都 比较 简 

单 , 伊 遍 . 原 苏 联 中 亚 地 区 或 阿富汗 等 地 发 现 的 只 祠 或 拜 火 

圣 坛 ,都 是 相当 简单 的 !21 所 以 ,在 吐鲁番 没有 留 下 补 祠 

是 凑 易 理解 的 。 况 且 ,在 高 虽 园 时 期 , 随 着 佛教 势力 的 壮大 

【1 ]】 李 进 春 新 疆 叶 重奏 发 现 古 代 银 币 》,《 考 古 通讯 y1957 年 第 3 期 ,70 页 ; 夏 
划 4 新 疆 叶 鲁 普 量 近 出 土 的 波斯 萨 天 新 银 币 》,《 考 古 31966 年 第 4 期 ， 

211 一 214 页 ;区 《中 国 量 近 发 现 的 波斯 萨 珊 妆 幅 币 》,《 考 古 学 论文 集 》, 北 

京 ,科学 出 版 村 ,1 站 1 年 ,117 一 121.124 一 126.127 页 。 

【2 ] 全 D- Sonach, “On the Evolution of the Eady inmnian Fire Temple" ， Papers 翼 

Hirourr 咱 六 ofEseor jary 瑟 eyece 《det Fanioa 25) ,Leiden 1985. pp .605 -628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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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 展 , 有 些 徕 祠 很 可 能 被 改造 成 佛寺 (5 以 致 于 今天 人 们 

蕊 经 在 当地 很 礁 找到 斌 补 遗 迹 了 。 呈 鲁 番 猎 教 材料 的 缺 

少 ,或 许 正 可 以 说 时 这 个 宗教 的 传播 是 在 相对 较 早 的 年 代 

时 ,从 这 些 方 面 去 看 高 昌 同 “ 众 事 天 昼 , 兼 信 佛 法 "的 记录 就 

窜 易 理解 了 。 

“ 俗 事 天 神 的" 俗 事 ”, 强 调 的 旦 当地 胡 人 的 荆 俗 佑 仲 。 

这 些 胡 人 主要 是 王 鲁 希 贫 地 的 原 住民 车 师 人 和 外 来 的 西域 

和 大。 在 五 世纪 中 时 北 凉 王 部 进入 痪 昌 时 , 许 密 车 师 人 了 贿 车 

师 王 逃 离 故 二 ,此 后 吐 午 履 的 西域 人 应 以 楼 特 人 最 多 , 先 氏 

幢 虽 国 时 期 俗 事 天 神 者 恐怕 主要 就 是 桶 特 人 人 了。 办 为 信奉 

只 教 的 粟 特 人 死 后 采用 天 硬 的 方法 处 理 !3) 所 以 没有 留 下 

多 少 他 们 俗 事 夫 神 的 证 据 。 而 当地 汉族 死 后 采用 土 莫 , 因 

酚 使 汉族 所 信奉 的 佛教 和 道教 文献 较 多 地 保存 下 来 。 高 昌 

地 区 俗 事 天 神 兼 信和 佛 法 的 记载 ,应 当主 要 是 指 高 昌国 时 代 

的 村 特 人 和 汉人 的 宗教 信 售 情况 。 

同样 "好事 认 神 , 崇 佛教 "的 于 阅 , 史 料 所 记 与 商 昌 相 

仿 ,也 是 先 只 后 第 。 今 天 我 们 所 网 到 的 于 国 诸 文献 ,不 论 是 

[ 1 】 陈 国 灿 认 为 高 日 己 丁 ,两 戌 岁 革 村 茉 列 片 用 侧 斗 帐 历 $ 所 记 之 村 是 佛教 化 

的 其 裙 ,到 《 魏 可 南北 朝 隋 青史 页 料 } 第 36 期 , 4 页 。 允 仇 遍 地 区 把 旗 宰 

疏 造 成 漆 大 才 的 例子 , 友 所 、Shokoohy ,Two Fire Terplea Converted to Moeques 

训 Central Tan” ，Petpers 训 有 nour 旷 记 ofessor jay Boyee ，pP.S45 - 572. 

【2 】 关于 认 教 和 天 幕 的 方法 , 见 林 司 殊 & 火 酚 教 的 三 们 下 其 在 古代 中 亚 的 起 

站 3 西北 民族 研究 ?1990 年 第 1 期 .561 一 寻 页 。 我 们 统计 了 本 世纪 初 以 来 

扩 发 更 的 吐 鲁 彰 墓志 , 除 蕊 文 强 所 获 {《 唐 匡 德 元 华 (664) 一 奢 宁 昏 生 康 站 

害 撮 墓志;* 和 4 眼神 龙 元 年 (9051 廉 高 案 夫 人 康 氏 恶 志 } 两 方 较 晚 的 外 , 其 

主 此 平 全 是 汉人 ,这 也 可 以 反 证 票 特 人 不 至 闽 。 姑 看 黄 文 副 《 高 遇 蔷 集 ( 增 

订 村 )3, 北 尼 .]951 年 :41 一般 页 ,特别 是 5 .79 页 ; 折 频 疾 真 . 靳 信雄 《了 商 癌 

全 酶 考释 { 一 ) 作 书 论 ? 第 13 丑 ,1978 年 ,139 一 190 页 ;全 灿 《 解 牙 后 新 出 哇 

章 番 幕 志 录 ?, 必 敦煌 吐 香 瘟 文 献 研究 伦 集 ?第 5 集 ,1990 年 ,563 一 647 页 . 



和 且 当 地 出 土 的 ,还 是 散 煌 藏 经 洞 发 现 的 ,完全 是 佛教 的 内 

容 。 列 使 是 这 样 , 伊 遍 语 学 家 贝 利 (4H. 儿 .Bailey) 也 指出 了 

于 阁 语 中 与 上 鲁 番 栗 特 语 同 桩 的 现象 , 即 在 佛教 文献 的 问 

江 中 ,可 以 看 出 一 个 琐 罗 亚 斯 德 教 或 其 异端 号 兹 达 教 (Maz- 

daism) 词 汇 的 背景 来 。 比 如 于 疗 文 中 表示 佛教 地 界 最 高 蜂 

须 能 访 (Sumer) 的 haraysa 或 其 古老 形式 ttaira haraysi, 源 出 

《 阿 维 斯 卉 》 的 hara,harg baraz, hari bsrozaiii 或 haraii - , 指 琐 

多 亚 斯 德 教义 中 的 进 界 最 高 峰 ; 又 素 示 们 教 大 天 女 

(mahidev ) 的 区 andramaiai ~- ,来 源 于 《 阿 维 斯 塔 放 的 spanta 

imaitg; 又 表示 太阳 的 umaysdan - ,来 源 于 ahura mazdai( 阿 

胡 拉 - 马 慈 达 ) ,等 等 (1 最 近 ,艺术 史 研 究 者 根据 粟 特 本 

土 滩 现 的 只 教 整 画 ,重新 比 定 出 斯 坦 因 从 和 有 田 辣 丹 乌 里 克 

发 现 的 木板 画 上 的 夫 神 像 1431 年 代 虽 然 晚 到 从 世纪 ,但 表 

明 容 教 的 信仰 在 于 间 地 区 长 期 保持 着 影响 的 情况 。 由 示 看 

来 , 薪 昌 《4 唐 节 # 说 于 发 人 喜事 只 神 不 是 无 移 之 庶 , 它 反映 了 

子 国 民间 原本 就 有 只 教 流行 。 我 们 曾 论 证 过 古代 于 国 国内 

部 票 特 人 聚落 的 存在 503) 于 阅 的 只 教 也 应 当 是 票 特 人 传人 

的 。 

们 管 迄 今 为 止 发现 的 有 关 材 料 十 分 缺乏 ,但 是 我 们 仍 

[ 1】 可 .可 -Bailey ,Saka 各 sandramalt 五 "，Festyein 扩 记 r FEIegn 于 Pers ,em Dokterene 

er EPErmEEIOPUaie are EL 7 .Sepeerser 0600 . 加， 站 可 iesaner，Wies- 

baqen 1967 ,ph- 136 一 143: 这 am. ， 了 he Tryipre 史 十 e Sealirs 训 几 meaerl errzamt 

Poden ,六 ew York 9S2 pp 一 S1. 

【2 岗 ，Wode, “Sogriian Cors 间 riie 一 -Some icouographic evidence 6om 下 hotan in the 

Tight 叮 recently exeavaled matecial from Sog 中 ana ，55 引 晤 peid de nu drejiareolngy， 

3199]92p 179 -214. 

[31 淋 新 江 & 困 域 村 特 黎民 长 》 ,起 大 下 等 4 西 域 考 镖 与 研究 ?》, 新 查 人 出 版 

衬 ,1994 年 ,158 一 -161 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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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 可 以 找到 西域 地 区 很 早 就 入 行 多 教 的 痕迹 ,高昌 、 于 同等 

国 的 俗 事 天 神 , 兼 信 佛 法 的 记载 ,应 当 有 其 根据 ,至 少 我 们 

可 以 肯定 天 神 或 胡 天 是 指 只 神 。 

【 原 壳 《国学 研究 } 第 3 卷 ,1995 年 



桶 特 只 教 美术 东 传 
过 程 中 的 转化 

一 一 从 聚 特 到 中 国 

一 、 引 _ 子 

汉 唐 之 问 中西 文化 交 访 的 一 项 重要 内 容 , 就 是 村 特 人 的 

东 迁 问题 。 栗 特 人 从 本 土 迁 逢 到 中 亚 ( 西 域 ) 和 中 国 , 一 方面 

带 来 了 伊朗 系统 的 宗教 文化 , 另 一 方面 叉 反 过 来 爱 中 亚 .中 

国 佛 教 文化 和 汉文 化 的 影响 。 东 迁 票 特 人 的 文化 ,表现 得 比 

票 特 本 地 的 票 特 文化 更 加 丰富 多 彩 ,而 且 东 迁 票 特 人 分 布 广 

弃 , 他 们 和 歼 种 民族 交往 而 产生 的 不 则 文明 间 的 交融 现象 ， 

其 宗教 文化 在 传播 过 程 中 的 转化 情形 ,为 我 们 研究 多 种 宗 

教 ,文化 .艺术 形式 的 演变 提供 了 丰富 的 认识 空间 。 

票 特 人 是 一 个 商业 民族 .他 们 以 队 商 (caravan) 的 形式 ， 

由 队 裔 首领 (caravyan - leader, 即 村 特 文 rp'w, 冯 文 音译 作 

“ 萨 保 "“ 萨 宝 ”) 率 领 ,一 指 批 地 向 东方 称 动 ,他 们 在 所 经 行 

的 主要 城镇 ,往往 建 字 自己 的 殖民 聚落 ,一 批 人 留 住 下 来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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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批 人 继续 前 进 。 这 样 ,在 从 索 格 底 亚 那 (Sogqdiana) 到 中 国 

的 这 条 票 竺 人 所 走 过 的 丝绸 之 路 上 ,我 们 可 以 找到 许 老 林 

特 人 或 栗 特 聚落 遗迹 。 这 条 道路 从 西域 此 道 的 据 呆 德 , 馆 

效 . 簿 首 .高 昌 . 伊 州 ,或 是 从 南 道 的 于 略 . 旦 未 . 右 城镇 , 进 

人 河西 走廊 ,经 敦 各 . 酒 .张掖 . 武 戚 , 赎 东南 经 原 州 ,人 长 

安 、 涌 阳 , 或 东北 向 灵 州 .并 状 . 云 州 万 至 幽 州 .曹州 ,或 者 从 

洛阳 ,经 卫 . 相 ,要 . 则 . 企 . 定 等 州 ,而 达 幽 州 . 营 州 1i 

栗 特 的 人 种 和 文化 是 属于 伊朗 系统 的 ,虽然 以 滤 斯 为 

基地 的 摩 尼 教 . 基 竖 教 缀 斯 托 利 派 ! 中 国 称 景 教 ) 和 源 于 印 

庶 的 佛教 都 传人 村 特地 区 ,但 栗 特 的 正统 宗教 信仰 ,是 发 源 

于 波斯 地 区 的 琐 轴 亚 斯 德 教 ( 中 同 称 鹤 教 ) ,此 即 慧 起 《 往 五 

天 至 同 传 # 所 说 的 " 宾 国 . 曹 同 . 史 国 、 右 国 . 米 国 , 康 闲 …… 

总 事 火 钙 , 不 识 佛 法 "。 票 特 的 只 教 信 仰 源远流长 ,影响 所 

慌 , 包 括 历 法 .礼仪 .建筑 .习俗 为 至 口 常生 活 的 许 才 方 

面 。 

大 上 音标 竺 人 的 东 迁 , 票 特 入 的 只 教 信仰 和 受 只 救 影响 

的 文化 也 随 之 东 来 ,其 中 也 包括 本 文 所 关注 的 艺术 家 .图像 

形式 .图 像 内 容 等 许多 方面 。 

二 、 入 华 的 栗 特 画家 

图 像 作 为 一 种 艺术 表现 形式 , 基 随 着 人 的 活动 而 东西 

【1 关于 票 特 人 的 迁 往 和 聚落 ,参看 荣 新 江西 域 桶 特 移民 考 $》, 臣 大 正 等 编 f 西 

域 考察 与 研究 》, 新 疆 人 民 出 版 社 ,1994 年 ，157 一 172 页 ; 《t 外 朝 隋 唐 查 特 

从 之 迁 徒 受 其 阳 落 #, 尼 吕 大 学 中 国 传 移 误 化 研究 中心 编 有 国 荣 猎 究 $》 第 和 

着 .北京 太 学 出 版 社 ,1999 年 ,中 一 85 贞 ， 



传播 购 。 话 教 图 像 的 传 布 , 正 着 随 普 桶 待人 的 东 征 调 进 人 

中 国 的 ,一些 证 教 图 像 可 能 是 从 标 特 本 土 直 接 带 到 东方 来 

的 ,更 多 的 图 像 则 应 当 是 东 迁 票 特 大 群体 中 的 画家 或 面 上 

制作 的 。 

存 议 义 量 料 中 ,有关 栗 特 画家 的 记载 很 少 ,但 我 们 有 学 

香 到 有 关 北 齐 曹 狮 达 的 一些 记载 。 良 道 宦 《 集 神州 二 宝 感 

通 坡 $ 卷 中 让: 

时 少 北齐 画工 草 伸 大 者 ,本 曹 间 人 ,善于 丹青 ,好 

尽 楚 了 迹 , 传 摩西 瑞 , 齐 名 所 推 , 故 入 村 壁 正 阳 笑 其 真 

苑 (11 

唐 张 彦 远 k 历 代 和 名画 记 # 郑 八 称 : 

曹 仲 达 ,本 莹 国人 也 。 北齐 最 丈 工 ,能 画 楚 像 , 官 

至 朝 散 大 夫 -。 借 [ 庆 ] 丑 云 :" 草 师 于 圳 , 冰 塞 于 水 ,外 

佛像 , 亡 竞 于 时 。 

《 卢 恩 道 》. 必 刨 律 明月 》 必 莫 容 绍 宗 等 像 》 必 总 猎 

图 少 公 齐 武 临 畦 对 武 骑 名 马 图 》, 拷 于 代 。 

加 

同 书卷 二 ,把 曹 仲 达 所 创作 的 佛 画 称 作 * 萌 家 样 ", 条 此 前 南 
桑 张 僧 呈 的 “ 张 家 样 "、 些 后唐 朝 吴 道 玄 的 “ 吴 家 样 " 并 列 。 
曹 家 样 的 特征 , 宋 郭 若 虚 《图 画 存 闻 志 》 卷 一 《 论 萌 吴 体 法 》 
有 如 下 论说 : 

[11 《 太 正 新 修 大 尊 经 ?种 引荐 ,和 2] 直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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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 、 匡 二 体 , 学 者 所 宗 。 按 上 唐 张 磨 远 《 毛 代 名 画 记 放 

称 , 北 齐 曹 仲 达 者 ,本 草 国 人 ,最 推 工 画 佛 像 ,是 为 

“ 草 ”。 请 唐 吴 道子 句 “ 吴 "。 美 之 笔 ,其 势 贺 转 ,而 衣服 

标 举 ; 草 之 笔 ,其 体 稠 营 , 而 衣服 紧 这 。 故 后 辈 称 之 日 : 

“ 匡 带 当 风 , 曹 夜 出 水 。 

可 见 , 昔 仲 达 所 画 的 佛像 特征 ,是 衣 纹 稠密 ,而 且 和 肌体 相 

贴 ,如 同 刚 刚 从 水 中 出 来 一 样 。 这 种 " 曹 家 样 " ,一 般 都 认为 

在 近年 山东 青州 龙 兴 寺 出 土 的 北齐 佛教 造像 上 得 到 印 

证 5 

曹 仲 达 是 画 史 上 明确 记载 的 唯一 一 位 票 特 出 身 的 画 

家 ,汉文 史料 说 他 “能 画 林 像 "，“ 工 画 佛像 《历代 名 画 记 》 

卷 三 也 记载 长 安 兴 善 寺 西 南 售 利 塔 内 ,有 他 所 画 的 壁画 。 

但 是 必 历 代 名 画 记 $ 和 《贞观 公私 商 史 》 所 著录 的 草 仲 达 的 

画卷 , 却 没 有 任何 佛教 画像 ,而 主要 是 胡 人 和 动物 。 

按 , 草 仲 达 所 自 出 的 中 亚 曹 国 , 在 那 密 水 ( 今 泽 拉夫 珊 

河 ) 南 数 里 ,与 桶 特 的 中 心 城市 一 一 康 国 的 撒 马 尔 干 相距 百 

【1 】 关于 这 批 造像 , 见 山 东 青 州 市 博物 馆 {《 青 刊 兹 内 寺 佛 教 造像 窖藏 清理 简 

报 ? 《文物 ?1998 年 第 2 期 ;至 州 市 博物 馆 《 青 州 龙 兴 寺 佛教 造 懈 艺 椒 ?, 济 

南 ,山东 美术 出 版 福 ,1999 华 。 革 于 这 批 造像 与 萌 家 样 的 关系 ,参看 和 宿 白 

《青州 龙 兴 寺 害 藏 押 出 货 像 的 所 个 问题 ,文物 》1999 年 第 上 0 贿 ,44 一 59 

页 ; 金 维 诸 《 南 粱 与 北齐 造像 的 成 就 与 影响 ?, 中 山大 学 艺术 学 研究 中 心 编 

《艺术 史 和 研究? 第 上 和 辑 , 广 州 ,中 山大 学 出 版 杜 ,1999 年 ,一 11 页 ;又 《青州 龙 

兴 寺 得 情 的 艺术 成 就 一 兼 论 青州 背 屏 式 拘 像 及 北齐 “ 曹 罕 样 "》, 巫 匀 编 

《 汉 唐 之 癌 的 宗教 艺术 与 考古 》 ,北京 , 交 物 出 版 社 ,2000 年 ,3 和 9 一 396 页 ; 杨 

洱 { 山 于 青州 北朝 石 佛 像 综 论 》, 原 埠 《 中 国 佛 学 ?第 > 卷 第 2 期 ,1999 年 秋 

季 和 号 ,此 据 作 者 《 巡 唐 美术 考古 和 佛教 艺术 》, 北 京 , 科 学 出 版 社 ,2000 年 ， 

315 327 页 ; 岁 世 亲 《4 青 州 北 齐 造 剧 及 共 样 式 问 题 y .未 刊 稿 。( 束 作者 见 

未 , 递 狼 谢 碍 -) 



里 。《 隋 书 》 卷 八 三 k《 西 域 传 ? 萌 国 条 忆 :“ 国 中 有 得 悉 神 ， 

” 自 西 海 以 东 诸 国 并 数 之 "这 里 的 “得 悉 如 ”, 早 经 异 宁 (到 . 

B.Henning) 比 定 为 共 教 神 拭 Tistriya 的 票 特 文 形 式 Taxs 许 

(txs 号 ) 的 音 详 545 因此 , 照 理 来 说 . 朝 仲 达 本 来 应 当 是 爱 

证 教 影响 的 画家 ,可 能 是 因为 他 进 人 北齐 以 后 , 受 汉 地 佛教 

文化 影响 ,或 应 当地 佛教 徒 的 要 求 , 大 量 绘制 起 佛像 来 。 

当然 ,从 他 留存 至 唐朝时 期 的 枉 迹 看 ,他 主要 的 画 并 非 全 

像 ,所 以 画 吕 所 说 的 “ 楚 像 ” ,也 末 必 就 是 佛像 。 还 有 值得 指 

出 的 一 点 基 , 道 宣 最 早 提 到 萌 仲 达 时 说 但 是 “画工 >。 由 于 

他 的 成 就 和 影响 ,最 终 成 为 "学 者 所 宗 * 的 画家 了 。 

媳 上 所 述 ,学 者 们 近年 来 从 山东 青州 等 地 出 土 的 北齐 

造像 上 ,来 探索 “ 萌 家 样 " 的 形式 ,是 有 益 的 探索 。 但 我 们 也 

应 当 注 意 到 ,五 肇 造像 毕竟 是 雕刻 的 塑像 ,而 “ 曹 家 样 " 则 是 

绘画 。 如 果 我 们 把 目光 转向 栗 特 本 土 的 壁画 ,如 片 吉 肯特 
各 巴 拉 雷 克 切 价 抽 地 葛 特 壁画 中 的 宣 饮 人 物 形象 ,其 衣 纹 

稠密 的 特征 十 分 明显 5245 所 以 , 草 仲 达 的 绘画 所 表现 的 样 

式 , 民 怕 首先 应 当 具 有 桶 特 美 术 的 特征 131, 只 不 过 他 把 栗 

特 人 绘画 抚 教 神像 的 技法 ,移植 到 “外 国 佛 像 " 的 绘制 上 去 

了 了 。 

既然 曹 促 达 奉 写 西国 的 瑞 像 ,为 " 京 昌 所 推 " ,那么 他 的 

刀 术 活动 主要 是 在 北齐 的 都 城 一 一 部 城 。 北 齐 的 性 城 , 胡 

【1 阁 . 昌 Henning， “各 Sopdian God”，Bauzietin oy thpe School af Chriontal ana dacan 

Stuaies ，XXWTI.2，1965，Pp .252 - 253. 

【2 1 参看 差 伯 勤 { 安 阳 目 齐 五 档 床 画像 石 的 图 像 考 察 与 人 华 权 特 人 的 只 教 美 

术 》 改 艺术 史 研 究 } 第 1 辑 ,1999 年 ,159 页 ,图 10i169 页 ,图 [8 一 19。 
【3 ] 而 .Buseagi ，La pointrrre 四 也 Asie Centrole ，Geneve 1963,p.53; 马里 奥 - 布 萨 

格 里 《中 亚 绘画 #, 许 峙 英 . 何 汉 民 编 译 f 中 亚 恒 教 艺术 ,新疆 人 民 出 版 社 。 

1992 年 ,4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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尖 天 以。 过 降 书 》 着 萎 4 礼 伐 志 ia [ 北齐] 后 主 末 年 ,你 间 其 

屋 ,至 于 射 自 鼓 鳞 .以 事 胡 天 。 明 大 即 药 特 人 所 信仰 的 认 

神 , 议 明 北 齐 时 票 特此 大 所 信奉 的 宝 神 ,也 成 为 统治 者 球 礼 

的 对 象 、 其 # 北 号 》 疮 九 -读音 伟 》 记 载 ,当时 一 些 " 腿 虹 深 

陷 ”的 “上 晤 小 多" 颇 受 星 帝 的 妃 定 .站 康 阿 驮 .各 玫 几 等 富家 

子弟 ,因为 常 在 皇 帘 左右 ,而 被 授 了 于 证. 仪 同 。 又 三 萌 僧 

媒 夏 子 妙 达 ,以 能 焙 此 区 曾 被 宠 遇 : 何 朱 弱 .中 升 多 等 十 娄 

人 , 则 以 能 葡 此 薪 音 乐 而 被 开 府 或 全 上 。《 隋 书 》 卷 一 四 4 音 

乐 志 》 也 记载 子 当 时 以 音乐 进 埋 的 安 未 . 安 马 甬 之 徒 习 2 

这 里 据 到 的 人 物 , 从 他 们 的 康复 . 查 . 何 . 史 . 安 等 姓 和 人 种 

特征 来 看 . 庶 当 是 药 特 人 无 蜂 , 他 们 用 不 同 的 艺术 手段 , 博 

得 北齐 皇帝 的 欢心 ， 手机 北 现 玫 文 市 汉化 政策 所 

对 立 的 胡 化 风潮 。 锯 达 先 生 曾 疑 和 仲 达 当 与 萌 妙 达 为 一 

家 上 晶 1 无 论 如 何 , 缘 仲 达 实 际 上 也 是 这 一 胡 化 运动 的 维 动 

者 ,他 因为 工 于 绘 末 "村 像 "而 官 至 朝 散 大 去 , 正 说 明了 这 

一 点 。 

由 北齐 部 都 胡 人 奶 此 活 姥 的 情形 ,我 们 不 难 想象 当时 

籽 城 或 北齐 幻 内 其 他 好 方 ,还 应 当 和 更 霓 的 栗 特 画家 或 画 

工 . 雕 刻 家 或 刻 工 。 早 年 安阳 出 七 的 北齐 石 档 床 上 ,对 肇 着 

桶 特 系统 的 图 教 美术 形象 ,其 辕 刻 者 应 当 就 是 娜 城 的 栗 特 

工匠 。 王 像 陈 寅 恪 先 生 论 证 北齐 票 特 胡 的 音乐 影响 到 隋唐 

-- 样 41 北齐 棵 特 画 家 的 样式 和 画 法 ,也 同样 会 流传 上 去。 

【1 ] 春 看 陈 寅 局 《 隋 店 制度 渊源 略 论 稿 》. 业 京 ,中 华 书 局 ,1963 年 ,121 一 123 页 

黄 未 年 休 北 中 "总 李 特 》 记 齐 证 者 仓 冻 研 人 乐 工事 荣 说 ?本 京 学 报 ? 新 晶 

期 ,北京 大 学 出 版 诗 ,1999 年 ,全 一 46 页 - 

[2] 向 丰 唐 代 长 安 与 西域 广 朋 $》, 北 京 .二 联 书 二 .1957 年 ,19 贞 。 

413 ]】 民 寅 恪 & 孙 唐 制 度 渊 放 略 论 稿 》,1 打 123 页 



现在 我 们 已 经 无 法 看 到 曹 伞 达 前 给 前 作 贞 ,但 条 竺 美 

术 却 通过 两 个 载体 而 别人 存 下 来 ,一 是 裙 庙 , 一 基 草 其 。 这 天 
关 疼 像 密 料 在 聚 特 本 上 有 不 少 发 谋 , 前 将 在 片 圳 肯特 (Pan- 
jiken0 等 地 发 现 的 库 宇 娩 面 5 后 者 有 阿 大 拉 西 呵 达 
(Afaaiyab) 等 地 发 现 的 骨 信 上 的 图 案 :2 这 两 种 票 特 美术 
形式 也 随 普 粟 特 人 的 赤 迁 而 传人 到 由 上 和 中 国 ,我 们 可 以 从 
文献 和 考古 材料 中 ,看 到 其 二 类 似 的 遗迹 。 过 去 ,学 普 们 对 
这 炎 材 料 关注 不 多 ,有 些 相 关 的 材料 值得 综 台 在 -起 加 以 
探讨 。 现 在 首先 讨论 窟 宰 中 的 认 教 彤 象 。 

根据 我 们 从 典型 的 划 特 全 落 所 得 到 的 认识 ,一 般 来 讲 ， 
每 个 莫 特 聚落 都 应 当 有 栗 竺 人 的 信仰 中 心 , 即 供 夫 只 神 的 
吓 笨 。 

敦 胡 文书 P.20054 沙 州 图 经 》 卷 :( 大 约 编 成 于 唐高宗 
昌 期 ? 记 敦 粕 县 四 所 杂 神 之 -: 

[1] 苑 在 忆 , aa 。 GD FE ee Er 二 Per it er 是- 

trihwalions by 点 - 册 . Helenilalii， 瑟 . 工 Wiarshak and 则 ,本 Deesden ，Berkeley 一 Ts An- 

ElIes ~ London ]981; 革 , 上 Marshak and Y -]. 民 kspopnyaa “Dultea cornmmumautaines 

Cultes Prives em So 和 ae ， 有 sioire 四 瑟 di rr Driprhigtre，Sourees riees 

et Crmemig mreofoEIIHeS ， 刁 所、 让. Berrnard et 晴 , arpnet，Paria 1991 ，ph-TRS 一 

]95 ,Is .1 XII 一 1XXYWII. 

[2 ] 和 关 球 特地 区 发 现 的 肯 笨 的 坟 新 研 充 成 果 . 卸 [..Y. Pavehinskaia。 "Sogdian 

Taaunriea 和 [已 生 - Pagaahenkeva， “The Furn and Styit of Sogdian Daaumiea 两 

误 , 均 戎 吕 Hegim 史 证 da gete，nea sxerier ,号 (The Arhanolnogy and At of 

人 entrgjl 三 ，Sndhiea fon he josmer So TDninrm，1996， PP.209 -24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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册 了 驻 恬 十 于 

只 神 : 右 在 诈 东 -一 旦 , 立 售 , 画 只 主 , 总 有 廿 合 。 共 

院 闪 加 一 百 步 [1 

S.367《 沙 州 傣 州 地 志 并 晚 雪 抄 本 ,所 记 为 良 前 期 事 ) 僵 

州 条 记 : 

火 锻 唐 中 桨 素 书 ( 画 ) 形 像 无 对 [31 

根据 其 他 文献 和 文书 的 记载 , 唐 代 消 州 敦 煌 和 人 恨 州 的 这 两 

个 评 祠 ,都 足 和 当地 衣 人 聚落 芭 密 联系 在 一 起 的 ,特别 是 让 

州 的 只 售 ,正好 就 建立 在 胡 人 聚居 的 喜 煌 县 从 化 乡 。 从 其 

他 文献 记载 可 以 得 知 , 唐 代 前 期 北方 丝 路 洛 线 的 栗 特 聚落 

当中 .有 不 少 立 右 证 榈 ,如 部 善 .高 虽 、 张 掖 .武威 .长 安 、 洛 

阳 , 恒 州 获 论 . 瀛 州 乐 寿 等 34 而 敦煌 地 志 中 的 这 两 条 难 

得 的 有 关 愉 祠 记 瑟 , 证 明 这 些 容 祠 当 中 ,应 当 有 只 主 一 类 的 

定神 形 银 。 沙 州 怀 祠 的 杯 神 是 绘制 的 ,一 共有 二 十 多 颌 , 数 

量 不 算 少 。 饿 州 检 祠 的 族 神 形象 则 更 是 数 也 数 不 清 ,只 是 

学 者 对 这 里 的 " 素 书 "有 不 同 的 解释 ,如 果 是 “ 素 书 ”, 则 可 能 

是 素描 的 形象 ;如 果 是 唐 代 金 石 文字 中 党 常见 到 的 “ 素 画 ” 

的 误 写 , 则 是 彩色 塑像 了 (4 

姜 伯 勤 先 生 把 P.4518(24) 教 煌 纸 本 绘画 中 的 一 幅 妇 

[ 1 ]】 池田 移 《 纱 州 图 经 略 考 $ 必 杰 博 十 还 万 记 念 东 洋 中 论 如 3, 东 点 ,由 吓 出 版 

社 ,1975,70 一 71 焉 。 

【2 ]】 唐 耕 硝 等 编 《 敦 煌 社会 经 济 文献 直 训 释 录 } 一 ,北京 ,书目 文献 出 版 社 ,1986 

第 ,4 上 页 。 

[1 3 了) 荣 新 江 f 北 韶 了 及 良 聚 特 人 之 计生 及 其 枉 落 ?3 和 .31 .45. 和 4.57 66.67 页 。 

【4】 神田 言 一 最 《 率 画 江 就 v 民 3 东洋 中研 究 ? 第 5 卷 第 3 寻 ,19d40 年 。 



图 4 敦煌 和 白 画 只 神 图 

挤 图 (图 48) , 比 定 为 只 教 的 神像 。 这 幅 画 上 给 有 两 个 妇 

神 ,左面 一 位 一 手 热 嚼 ,一 手 执 盘 , 盘 中 足 坐 一 小 大 ;右面 的 

女神 共有 四 臂 , 后 两 臂 一 手 执 日 ,一 手 执 月 ,前 面 商 臂 一 手 

执 蛇 ,一手 执 蝎 。 两 个 神像 无 疑 都 具有 典型 的 票 特 神 像 特 

征 ,而 右面 的 女神 手 执 日 月 ,和 村 特地 区 主要 神 只 一 一 娜 娜 

《Nana) 女 挤 的 特征 相同 。 姜 伯 勤 先生 还 指出 ,因为 这 幅 纸 

本 绘画 上 面 已 有 污 损 ,并 且 甚 挂 之 带 尚 存 , 所 以 它 或 与 九 、 

十 世纪 敦煌 地 区 的 " 赛 共 "活动 有 关 ,或 与 敦煌 只 宰 中 的 “ 素 

书 形 象 "有 关上 514 此 后 , 张 广 达 先生 和 格 瑞 肉 (F.Grenet) 教 

[【 1 ] 六 伯 勤 { 教 熔 白 画 中 的 栗 特 神 只 # .中国 敦 析 哇 千 香 学 会 编 # 敦 姓 吐 普 番 学 研 

穹 论 文集 》, 上 海 ,汉语 大 问 典 出 版 社 ,1990 年 ,206 一 309 页 ; 收入 作者 《新 埋 

蕊 不 宗教 与 礼 乐 文明 ,北京 ,中 国 社会 科学 出 版 社 ,1996 年 ,178 一 195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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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 在 美 们 勤 论 文 的 基础 ,对 这 由 画 允 做 了 进一步 的 几 究 ， 

确定 了 这 幅 绘 画 的 宅 教 镍 质 ,尽管 员 体 神像 的 所 指 和 还 没有 

统 - -的 意 儿 (1 

从 敦煌 立志 中 可 以 得 郑 , 直 到 公 抱 十 世纪 的 草民 归 义 

车 时 期 , 敦 焊 城 东 的 斌 神 庙 仍 然 存 在 ,出 官 府 担 供 物 质 援助 

的 “ 赛 裤 "一 一 球 礼 匡 神 的 哲 动 每 年 者 在 举行 。 因 为 归 义 军 

宿 府 用 纸 支出 帐 怕 中 ,常常 见 到 * 赛 试 支 夯 纸 僚 拾 张 * 的 记 

录 ,所 以 头 们 勤 和 张 广 达 先生 都 认为 敦 伯 保存 的 这 幅 社 神 

图 , 虎 当 是 九 .后 世纪 并 株 赛 检 活动 的 遗物 , 它 可 能 原来 是 

赛 定 时 悬 扶 在 水 州 城 东 只 祠 当 中 的 524 姜 伯 勤 还 进而 探 

讨 了 鳖 丰 容 祠 中 所 绘 可 能 有 哪些 图 像 的 问题 ,他 根据 栗 特 

地 区 发 现 的 呈 柯 中 残存 的 壁画 图 像 , 认为 加 煌 只 祠 的 二 十 

合 中 ,应 当 绘 在" 大神"(Adbag, 即 只 教 最 高 神 阿 胡 拉 ,了 蕊 雍 

达 “Ahura - Mazga) , 祖 尔 万 (Zrmin) 、 志 施 帕 卡 ( 肥 eshparkar) 、 

密斯 拉 (Mithra) 、 韦 备 特 拉 格 纳 (Verehnmgna)、 娜 娃 女 神 

(Nana) 等 (3? 

击 在 ,敦煌 的 只 祠 早 已 荡然 无 存 , 但 原本 可 能 是 属于 评 

【上 zang Caangda。“Trnis exemplea dintluenoes mardaennes dans Ju CEias des Tang”， 

Fluecles cinoises ，XIi.1 -2，t994，Pp.203 - 249; 张 广 达 # 丰 教 村 唐 代 中 国 

之 影 啊 一 例 》, 必 法 辣 汉 学 ?第 1 辑 . 北 京 , 清 华 大 学 出 版 社 ,1996 年 ,4143 一 

1 和 到 页 ;rrmade， Terre 由 Bo 一 有 rsiacfe arg sur 招手 Soie ， 

Panms: Reunion de Musse Mationamx ，1995，p-293 - 294，No.223《 下 .Garenet 解 

说 1) 了. Crenres anqd Zhang Tuangda “The lasi Refuge 吕 the Sogdian Religinn: 

Daunhuiang in the Ninth and Tentt Canturies ， 可 alegim of 抽 e dsie Enrtipatte ，new ac- 

nes。，| 上 【Stodirs 冲 Himor nf Viajimmur 上 Livahits，1996 .pp.175 -86 

[2 ]】 赣 悄 就 这 却 癌 明天 与 鼓 析 本 地》 . 蛛 载 《性 四 案 教 研究 ?1993 年 第 【期 , 收 

大 有 敦煌 其 术 农 教 与 札 乐 立 明 》,495 一 499 页 ; 张 广 法 ! 南 代 灾 教 图像 再 考 》. 

& 庚 研 闪 ?第 3 卷 ,1997 年 ,4 S 虚 ， 

【3 了】 姜 伯 勤 4 敦 烛 艺 术 宗教 与 巧 乐 文明 》,489 一 494 页 ,， 



祠 的 这 由 纸 本 只 神 图 , 却 册 于 某 种 床 因 市 转 到 佛教 插 让 当 

中 ,从 而 封 大 在 喜 煌 莫 高 入 藏 经 润 中 .得 以 保留 至 今 ,使 我 

们 今天 还 能 依 箭 看 到 一 点 唐 朝 鲍 教 栖 记 中 的 斌 神 上 形象 。 

险些 之 外 .我 全 电 前 在 中 粘 节 区 偿 拖 平 没 有 丁 宁 遗迹 

的 发 现 。 信 得 具 幸 的 是 ,我 们 在 和 上 东 北 月 再 马里 克 (Dan- 

qan- Liiq) 的 古 于 网 寺 府 造 目的 出 土 物 中 ,大 到 了 更 多 的 

詹 神 形象 。 

二 十 拓 纪 包 叶 ,斯 下 因 (4. Stein 从 丹 朵 马里 克 的 开 个 

房屋 遗址 当中 .发 所 到 - : 批 年 代 属 于 从 拓 纪 的 木 概 末 01 

虽然 从 斯 焉 因 本 人 开始 ,研究 者 们 都 放电 到 了 其 中 一 些 形 

象 的 丑 半 艺术 特征 ,做 因为 于 阅 是 著名 的 佛教 王国 , 丹 赃 乌 

里 克 出 土 的 艺术 形象 和 生 本 文献 , 己 经 比 定 的 内 容 玫 是 属 

于 佛教 的 ,因此 从 来 没有 人 把 这 些 木板 画 的 形象 和 证 数 图 

像 联 系 起 来 !21 1992 年 ,此 德 LUMarkus Mode) 发 表 & 远 离 故 

土 的 粟 特 神 只 近年 票 特地 反 考 古 发 现 所 印证 的 一 些 利 

田 出 二 的 票 特 图 像 ? 一 文 , 判 断 出 和 用 出 二 的 一 些 木 板 天 

上 ,绘制 的 不 是 佛教 的 形象 ,而 是 栗 特 条 统 的 酉 教 神 谱 , 特 

别 是 编导 为 D.X.3 的 木板 正面 (图 49)， 是 三 个 一 组 的 神 

像 ,从 堪 到 右 依 次 绘制 的 是 阿 胡 拉 ， 马 蔓 达 (Ohmmam) . 娜 

娜 女神 (Nana) 和 风神 (Weshpatkar); 好 外 ,还 有 一 些 林 概 丁 

上 的 形象 ,也 可 以 认定 是 属于 认 教 的 (图 30)432 莫 德 知 认 

[ 工 】 生 ,Siein，dnaczemt Japan ，fDxfond 1907，ph 2748; pls .LIK -1XVITT. 

《Wiiams "The ieonnfgraphy nf hoianeae Pamiing”， 天 oor and 卫 etf，nrat 

人 BR ， 玫 关 让 [了 立 ，| 呈 73，Pp ,To 一 154 

[3 了] 网 .Mode Soglian Cola 各 lxile - Some ironographic evidenee Fan Khotan in he 

Ti 到 过 rrcentIy exceayatpd malerial 名 xn Sogdiana”， 呈 大 Rseed dr an drrpheneafoarr， 

2，! 有 1792， 印 .179 -214 . 

31] 鹿 

全 多 可 于 前 峰 太 淋 和 淋 器 江 入 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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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和 9 和 田 出 土 D.X.3 木板 画 正面 图 像 及 相关 的 栗 特 神 失 

(a)D.X,34(D)RKma 出 土石 隔 Agbag-Indrai(e? 片 吉 肯 特 出 土 陶器 4 邓 - 

bag-Indra;{ d) 花 拉 子 横 出 二 态 上 的 娜 娜 ;(e)Qalae Dahqah 工 出 土豆 画 

娜 娜 ;(DQala-a GOahqah I 出 土 壁 画 机 cshparkarifEg) 片 吉 肯 灶 出 土 蛙 画 

Weshparlar。 

这 些 木 才 画 是 属于 丹 丹 马里 死 (唐朝时 称 作 " 杰 谢 ”) 的 佛教 



图 及 和田 出 土 skrnneC 和 .VE.6 木 板 盏 及 相关 桶 特 神 只 

(Yakkabag 出 土 骨 丛 上 的 对 神像 ;(b) 和 出 出 土 编 号 Sirine 5 男 

板 ;(ey 和 田 出 七 D.VIH.6 画 板 。 

社区 ,但 是 谁 把 这 些 只 教 的 木板 画 安 置 在 佛寺 当中 呢 ? 黄 
德 给 出 的 解释 是 :一 种 可 能 是 ,信奉 票 特 宗教 的 旅行 者 把 他 

ET 

3I3 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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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 的 蛋 才 神 只 灸 人 佛寺 万 神 晤 当中 , 因为 这 些 证 宰 和 一 些 

刨 台 神 像 如 因 陀 上 {Imdra) . 摩 耶 或 室 利 (Maya - 5) .大 天 或 

混 获 (Mahadeva - Siva) 的 形象 相似 ; 另 -种 可 能 是 ,从 很 早 

以 来 , 票 特 神 只 就 已 经 显 丝 路 南 道 佛教 部 派 中 常见 的 昼 像 
区 素 (11 然而 ,我 们 并 不 十 分 清楚 这 些 绘 有 失 神 的 画板 原 

来 捍 放 的 位 置 ,就 以 D.X.3 为 例 , 它 的 正面 全 是 只 神 彤 象 ， 

背面 则 是 著 时 和 像 ， 如 由 斯 地 因 给 出 的 下 背面 是 该 画板 原本 

在 而 宇 中 的 情形 , 则 背 击 :人 铅 很 吕 能 原本 是 封 在 霸 里 而 的， 
只 有 放 神 一 面 对 着 供养 他 们 的 民众 22、， 利 田 丹 冉 岛 四 克 

出 土 的 于 闪 文 得 汉文 文革 ,都 证 明了 唐朝时 期 亦 谢 地 区 有 

相当 数 景 的 票 特 大 在 在 .14 因此 ,不 排除 杰 谢 当 二 有 荣 特 
人 供 压 的“: 奉 斌 神 的 可 能 性 ,内 为 这 样 明 旺 的 汰 教 神像 组 

合 ,很 蕉 把 他 们 让 到 佛教 的 上 下 文中 去 解释 C41 

入 裙 的 建立 足 术 教 传播 的 最 重要 标志 ,同时 , 斌 祠 中 的 

斌 教 图 像 也 是 只 教 关 术 流 传 的 最 好 途 答 。 证 话 建 立 在 聚落 

前 中 心 ,从 唐人 文献 中 所 记 只 教 祭礼 活动 中 ,我 们 可 以 君 出 

只 祠 往往 是 对 民 依 开放 的 媒 乐 场所 。 所 以 ,除了 栗 特 移民 

之 外 , 认 教 图 像 也 了 回 附 被 睦 但 民众 观瞻 .膜拜 ,甚至 辐 写 . 流 

布 色 其 他 地 方 。 宋 人 董 通 《 广 川 画 臣 》 卷 四 《 书 常 彦 辅 酉 神 

像 ?》 记 ,元 祝 人 年 (1093) 常 放 辅 因 病 裤 于 恢 神 祠 , 明 日 即 愈 ， 
于 是 “更 像 归 可 之 ” ,就 是 只 己 图 像 踊 传 的 一 个 很 好 的 例证 。 

] Mode，rp.ef .，pP.184. 

j 参看 Aneient Kham，bl.LXIV , 怀 挤 ”而 较 佛像 一 面 清晰 ,是 否 后 上 芋 圭 在 

南 中 而 磨损 的 结果 ? 

【3 荣 新 江 4 西 城 聚 特 移民 :性 》.158 一 16L 页 。 

ft4]】 当然 这 只 基 在 商 德 (Mode) 绽 出 的 解释 之 外 ,依据 画板 的 芒 能 和 当地 有 昌 特 

具 的 查实 .提出 的 第 一 种 可 能 性 而 已 ,这 一 占 还 者 旧 仔细 研究 ,以 便 得 册 较 

为 员 满 的 结论。 



丹 开 马里 克 的 古代 于 辣 地 庙 中 保存 的 共 数 画板 ,可 以 使 我 

们 推测 敦煌 等 地 只 宁 内 部 多 种 共 神 画像 的 形 蕊 ,有 有 盎 于 我 

们 从 残存 的 文献 片段 记载 中 ,找到 只 教 癌 像 流 传 的 痕 

四 、 从 祠 遍 到 墓葬 

蜗 和 尾 鞠 术 进入 中 则 的 好 -个 载 伟 是 皆 居 。 在 村 特 地 

区 , 补 教 艇 着 与 中 ] 骨 忧 统 的 土 非 全然 不 同 的 素 旨 方 式 。 

根据 该 斯 诈 教 经 典 《 阿 颖 斯 塔 经 》 中 的 《& 辣 迪 达 德 》(Yendi- 

dad, 即 & 伏 魔法 屿 等 书 的 记载 和 条 苏 联 考 证 学 考查 梧 特 

地 区 的 台 占 发 现 , 药 特 入 教徒 具 此 后 ,尸体 上 专门 负 吹 处 理 

户 首 的 人 和 运送 芭 商 层 的 下 尺 台 (Cdakhma) 1] ,这 和 人 台 丰 的 是 

地缘 比较 分 明 的 天 然 商 地 ,有 的 居 人 为 建筑 前 是 台 设 施 , 卢 

体 在 台 . 必 放置 ,以便 狗 或 猛 竟 人 廊 掉 户 岗 , 剩 下 的 崩 屿 被 放 各 

在 一 种 被 称 作 * 骨 人 ”“(Dssuar) 的 条 子 当中 ,地 人 地 下 【121 

根据 1..V.Pavchinskaia 对 莫 壬 肯 售 的 最 新 研究 成 果 , 这 

种 骨 往 大 体 分 布 在 三 个 区 域 :一 是 以 煌 马 尔 王 为 中 心 的 中 

1] 这 时 人 展 昨 子 焉 沽 先生 伦 鞭 的 -- 个 命题 . 见 Wu IIung， ”hrnm Termapin to Tomb: 

Anrient fineae 上 Ar ar 相 ri 拉 on in 了 mailion”，Borty Cina ， 公 ，59BR，DP .到 一 

1 到 Prn. ， 晶 enumenrzaiy 站 是 argy hisese 4 on 可 rectre ，Sanfcrd: 

Suaniord Lniversily Preas，1995，pp.110 - 1]21。 昌 然 焉 锰 认 证 的 问题 与 丰 立 讨 

伦 的 主题 无关 ,但 他 关于 - 盘 苦 作为 宗 救 中 心 的 论述 ,对 本 文 晤 有 局 发 。 

【2j 关于 科 救 的 碍 众 ,做 条 F，Grenet，Fes Pradtigter Fontraires ams 由 die rertirgode 

qtepirr 斑 眶 Targetiete ErecGdae 在 【Elaineatiom ，Peris: Editions du CNHS， 

1984 ;甘油 革 8 店 代 所 妊 骨 与 完 晤 文化 3》. 北京 ,中 华 忆 局 ,998 年 ,25 一 中 

页 : 张 了 过 & 术 教 对 佬 代 让 何 之 影响 二 出 》 ,1143 一 1 本 页 。 

3j15 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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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 栗 特 地 区 ,二 是 以 布 哈 拉 为 中 心 的 西部 票 特 地 区 ,三 是 以 

Kashka Darya 绿洲 为 中 心 的 南部 票 特 地 区 。 绝 天 客 数 的 肯 

父 来 自 中 部 票 特 地 区 ,特别 是 撒 马 尔 干 一 带 。 骨 人 管 基 本 上 

孝 是 陶器 ,分 体 烧 制 , 壁 厚 一 般 是 1.5 一 2.5 厘米 .外 形 主要 

是 长 方形 和 榴 圆 形 丛 状 。 有 的 人 敬 盖 与 管 分 体 烧 制 ,一 般 高 

15 一 35 厘米 ,长 4 一 85 厘米 , 宽 22 一 40 厘米 ;有 的 拱 形 肯 

答 ,盖子 是 烧 好 后 挖 出 来 的 ,一般 高 和 -350 厘米 ,长 4 一 35 

《3 厘米 , 宽 18 一 25 厘米 ;以 前 彰 更 为 流行 。 骨 和 丛 上 的 装饰 

部 分 是 陶 干 糙 制 前 加 上 去 的 ,装饰 形式 有 无 纹饰 的 ,有 植物 

和 几何 图 案 的 ,有 拟人 形 的 ,有 动物 形 的 ,有 混合 形 的 ( 即 神 

像 和 其 他 纹饰 混在 一 起 的 )。 拓 着 时 代 的 演进 ,图 案 从 简单 

向 复杂 发 展 。 使 用 骨 舍 的 习俗 是 公元 四 世纪 晚期 到 五 世纪 

前 半 开 始 在 可 特 城 市 周边 地 区 出 现 的 ,目前 所 见 可 以 确切 

定年 的 骨 管 年 代 ,在 五 .六 世纪 之 交 ,但 直到 七 世纪 前 半 , 撤 

马尔 于 地 区 主要 的 装饰 图 案 是 所 人 的 。 七 世纪 后 半 到 从 世 

纪 前 羊 ,各 种 类 型 的 装饰 开始 上 出现, 用 人 体 的 形象 在 连 拱 形 

装饰 中 表现 神 只 前 类 型 ,是 从 七 世纪 才 开 始 出 现 的 (1 

问 时 ,G.&A- Pugachenkova 则 对 杰 特 骨 谷 的 装饰 类 型 和 

内 容 做 了 综合 的 分 析 。 好 指出 ,这 些 陶 制 骨 侈 的 装饰 形态 

基本 上 都 是 模仿 问 时 代 的 纪念 物 艺 术 的 , 换 句 话说 , 骨 答 上 

的 羡 和 区 是 对 五 至 七 世纪 票 特 建筑 .对 废 和 装 怖 艺术 某 些 因 

素 的 借用 或 者 说 再 塑 造 。 骨 管 浮雕 是 古代 和 早期 中 世纪 楼 

特 陶 避 的 一 种 实用 艺术 的 独特 形式 ,在 票 特 艺 术 中 拥有 

特殊 的 位 置 , 它 的 内 亨 与 当地 的 琐 罗 亚 斯 德 教 教义 种 仪 

式 有 关 , 骨 谷 上 的 浮 避 场景 ,有 点 攀 圣水、 哀悼 死 潮 . 社 仪 中 

【T ]】 1.Ww. Pavepinakaia，“Sowriian Dasuariea" ,pp .209 -224 



的 舞蹈 形象 .王者 娱 情 乐 舞 的 形象 ,以 及 Amesha Spentas( 神 
圣 的 诸 神 ) 、fravasbis{ 死 章光 导 ) .四 臂 神 像 . 守 护 者 等 形 

象 。 

这 些 形象 ,有 的 是 希腊 盐 至 克 马 艺术 的 仿制 ,如 描绘 与 

世俗 次 乐 有 关 的 乐舞 场景 ,可 能 是 对 当地 古老 的 类 似 酒 神 

文化 的 仿效 ;而 棍 特 南部 Yakkabagh 地 区 发 现 的 一 个 骨 和 父 ， 

男性 神像 江上 戴 着 羊角 帽 ,这 是 酒 神 巴 克 斯 (Baccehus) 的 象 

征 ,这 种 酒 神 信 徒 的 场面 类 似 于 希 卓 妨 至 轴 马 石 术 上 的 节 

日 场面 。 事 实 上 ,乐舞 本 来 不 是 操 书 翩 语 的 民众 志 药 仪式 

的 组 成 部 分 。 位 于 Yakkaha 中 地 区 的 Kashka Darya 绿洲 发 

现 的 骨 舍 上 的 到 驹 类型, 则 显然 是 基于 另 一 个 传统 , 即 来 自 

健 陀 罗 佛 教 艺 术 或 印度 的 佛教 艺术 。 四 吕 神 形象 和 舞动 的 

双 臂 识 态 ,显然 是 来 自 印 麻 5 

这 种 特 式 的 丹 父 在 新 扯 ( 古 代 西 域 ) 有 所 发 现 ,但 图 

案 比 较 简单 ,或 者 只 是 素面 ,而 没有 装饰 142) 奇怪 的 是 , 虽 

然 北 朝 隋 唐 有 这 样 多 的 栗 特 人 迁 人 中 原 地 区 ,他 们 理应 把 

粟 特 本 王 的 用 骨 从 丧葬 的 方式 带 人 人 中原. 但 迄今 汐止, 我们 

在 中 原 还 股 有 找到 确切 是 骨 答 的 材料 。 

然 面 ,明显 带 有 栗 特 美术 特征 甚至 只 教 色彩 的 石棺 床 ， 

却 陆 续 有 所 发 现 ,如 早年 流散 国外 的 客 阳 出 士 北 齐 浮 驹 石 

棺 床 53 据 传 出 自 中 国 北方 而 现 收藏 在 日 本 Miho 美术 馆 

【1 误 . 盖 .Pugachenkova。 “The Fosm and Style 民 Sogdiar Ossueriea" , 卫 .223 -243. 

【2 ]】 林 梅 村 5& 从 考古 发 现 看 火 窗 教 在 中 国 的 初 传 3.《 西 域 研究 ?1996 年 第 4 期 . 

箔 一 条 页 :影山 菩 子 & 赤 直路 等 丈 沙 六 出 土 帮 和 才 当 双开 Usz 吕 六 广 名 一 教 

竺 咏 纳 骨 器 ) 记 va T) 可 中 工 和 下 3 第 和 着 第 1 尽 ,1997 年 ,73 一 台 页 。 

【3 6G.Scaglia “DCentral Aaiane on a Marithem th Cate Shirine" ，dirriaas dmize ，XRT， 

1958， 卫 .3 - 2; 姜 伯 凌 《 安 阳 北 齐 石 迷 床 画 虱 石 的 图 伤 考察 与 人 华 梭 特 人 

的 只 教 美术 ?.151 一 186 页 - 

全 模 焉 妊 一 孙 求 洲 沙 是 伍 消 茜 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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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完整 浮 赚 石 榕 51.1999 年 7 月 山西 太原 市 亚 源 区 下 郭 村 
出 土 的 哮 开 皇 上 二 年 (592) 广 弘 莫 石 档 床 5212000 年 了 月 
陕西 西安 市 北部 出 土 的 比 庙 天 锭 二 年 (579》 的 安 二 昔 石 朱 
床 1 

从 具有 骨 确 纪年 的 石 糖 床 莫 来 看 ,这 种 莫 匡 的 年 代 储 
中 在 比 因 末年, 这 时 人 华 票 特 人 已经 在 中 国 本 土生 活 了 了 很 
长 时 间 , 开 始 采用 中 原 地 区 的 土 洞 蔓 室 的 非 形式 。 但 是 ， 
这 些 右 棺 床 早 和 同时 期 中 原 汉 式 莫 项 又 有 差别 , 即 蓝 宝 中 
没有 岗 到 格 停 ,只 有 石 档 床 ,天 多 数 由 床 座 .床板 和 屏风 组 
成 。 其 中 , 安 侧 莫 的 幕 主人 芝 骨 是 放 在 甬道 中 的 , 重 道内 经 
过 火 筑 ,而 复 室 内 只 有 一 座 石 档 床 尽 简 根 》 称 作 * 赎 屏 石 
禄 ”)。 这 种 项 式 既 不 是 中 国 传统 的 做 法 ,也 丰 是 药 特 本 土 
的 形式 ,应当 是 人 华 栗 特 人 炮 合 中 原 土 洞 幕 结构 . 汉 式 石棺 
以 及 束 特 浮 有 雕 骨 答 的 结果 。 

这 种 石 烙 床 要 比 骨 和 伟大 得 多 , 安 徊 慕 的 石 术 床 由 床 座 、 
三 面 屏风 和 -上 条 床 艰 组 成 ,长 2.28 米 , 宽 1.03 米 , 通 高 1.17 

米 , 床 座 的 侧 商 有 33 个 方 框 ,各 夺 -- 个 兽 头 ;三 面 屏风 共 分 
簿 成 12 幅 疼 案 .绘制 各 种 生活 场景 和 人 物 .动物 ,器 县 等 。 

【1 Jemer “Crntral Asiane ia Sisth - Cenhay China: 上 Fomoanrrian Eunemry Rite”， 

reniea dmnzirua ， 态 XA，1995，PP- TI9 一 1903 点 . 工 . Jajiano md 丁 . 各 .Lermer。 

“Cnaltural frosaroteE Tertral Asian md Chineae Fntarlainers nr the Miiho Funerary 

Outerh ”Drrerntafionr 、Deot 1997， 员 .72- 说 . 

张 庆 捷 & 太 原 险 代 良 弘 革 厂 樟 浮 周 》， 入 唐 之 癌 : 文 伦 百 动 9 变 邮 学 术 和 研讨 

合 " 陀 误 ,北京 大 学 考 目 系 .2000 年 了 月 了 一 9 日 :出 西 省 考 占 钱 究 所 等 引 二 

厌 附 代 谭 弥 基 请 理 简 报 #, 玄 物 32001 对 第 1 期 ,27 一 镁 页 。 

妖 晶 下 灾区 幕 民 现 的 睫 史 画卷 ?中 国文 物 服 3000 第 8 月 缉 月 第 一 版 ; 

辽西 省 考 在 古 究 所 西安 北部 北周 安 爷 幕 发 技 简 报 ? 八大 占 与 立 牺 #2000 年 

第 6 期 .28 一 35 页 此 封面 . 甘 世 , 封 .封底 末 色 图 版 ; 陕 凸 省 兰 十 研 充 所 

有 相 安 发 珊 的 此 所 安全 蓝 3》 导 文物 ?2001 年 第 上 期 .4 一 2 页， 

[2 

[3 呈 



其 中 ,有 的 序 雕 比较 明显 地 刻 是 了 栗 特 的 主题 ,如 安阳 石棺 

床 的 新 年 节庆 ;有 的 则 刻画 了 只 教 的 主题 ,如 安阳 的 门 阅 上 

的 火 坛 祭司 形象 和 席 弘 事 的 神像 ;同时 ,许多 图 像 也 显然 是 

受到 中 原文 化 的 串 啊 ,而 有 中 原 锣 像 特 征 。 无 论 如 何 , 石 

格 床 的 浮 悦 图 像 商 积 比 票 特 地 区 的 上 骨 管 要 大 得 多 ,可 以 使 

艺术 家 有 更 广 阅 的 运作 空间 。 

旭 前 所 述 , 祠 雪 逢 介 具 是 票 特 美术 东 新 的 两 个 主要 载 

体 , 疡 们 随 着 票 竺 人 的 东 迁 语 进 人 中 同 。 票 特 人 并 始 进 人 

中 国 时 ,大 多 数 是 生活 在 栗 特 聚落 当中 .他们 有 供奉 本 民族 

信仰 的 神 只 的 祠 赂 ,应当 也 和 保持 着 本 民族 的 丧葬 方式 。 但 

到 了 北 船 隋 诗 时 期 .中央 政 府 逐 渐 控 制 票 特地 人 聚落 ,先是 

任命 萨 保 等 视 蝇 官 来 管理 它 , 以 后 则 陆续 把 聚落 改作 乡里 。 

在 这 个 过 程 中 ,由 于 票 特困 从 的 逐渐 汉化 和 版 依 佛教 ,条 特 

人 供奉 的 只 神 祝 在 亩 多 二 方 陆续 消失 。 与 此 同时 , 桶 特 的 

骨 管 丧 厘 形式 很 难 被 中 原 人 土 所 接受 , 栗 特 人 也 逐渐 采用 

了 土 项 的 方式 ,但 其 内 部 的 处 理 与 沈 式 有 所 不 同 , 屏 羽 式 的 

五 档 床 上 , 多少 保留 了 肯 仿 的 评 司 图 做 形 式 。 随 着 祠 廊 的 

大 量 毁 无 , 莫 苦 中 的 石 格 床 图 像 成 为 表现 橱 糙 斌 教 信 仰 的 

主要 场所 ,而 较 大 的 空间 ,不仅 可 以 雕刻 间 管 上 的 一 些 轩 有 

小 型 图 案 ,也 可 以 把 共 祠 中 前 一 些 大 幅 节 庆 场 面 表现 出 来 。 

我 们 可 以 对 比 时 和 鲁 恤 的 情况 ,高 昌 郡 时 期 (327 一 442) ,地 面 

上 上 已 经 是 人 雷 教 盛传 , 增 寺 人 立 ,而 墓葬 仪 式 却 仍然 被 中 国 传 

统 的 方术 所 支配 (1 办 此, 育 特 人 项 具 上 的 宗教 图 像 ,在 

[ 工 】 蕊 绕 弛 筑 攻 测 二 商 员 才 时 期 立 书 慨 述 ?》, 原 载 《 文 物 ?1986 年 第 4 期 .此 据 

杞 外 《 西 域 史 地 文物 从 考 $, 北 京 , 文物 出 版 杜 , 1990 年 ,120 页 ; 荣 新 江 《 良 
代 梧 州 的 道教 %.《 敦 秩 叶 得 亚 研 容 $ 第 4 卷 .北京 大 学 出 版 桂 , 1999 年 ， 

127 一 129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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灯 融 妊 对 于 

表现 票 特 人 只 教 信和 虱 方 面 , 要 比 祝 庙 延续 的 时 间 长 得 多 。 

生活 在 不 同 环境 中 的 人 华 桶 特 人 ,其 议 化 的 速度 和 鹅 

度 也 不 相同 ,这 也 反 屿 在 他 们 的 墓 三 当中 。 如 出 身 闵 州 萨 

保安 氏家 族 的 安 元 寿 , 十 六 岁 就 进 人 李世民 的 秦王 府 作 官 ， 

以 后 在 地 方 和 中 央 任 武 职 军 将 ,水 入 二 年 (683) 去 世 后 , 陪 

葬 昭 蔷 , 其 幕 宣 完 全 是 中 原 式 的 。 其 夫人 检 氏 众 于 圣 历 元 

年 (698) ,但 因为 占卜 不 声 , 三 十 年 后 的 开元 十 五 年 (727) 才 

合 莫 在 一 起 1 可 见 其 受 中 原 玫 昔 制 度 影响 的 程度 。 又 如 

随 东 突厥 投降 唐 朝 的 六 胡 州 大 首领 安 善 , 甩 德 元 年 (664) 卒 

于 长 安 : 夫 人 何 氏 ,长安 四 年 (704) 识 于 洛阳 ;其 子安 金 茂 于 

景 龙 三 年 (709) 合 葬 二 人 于 洛阳 。 其 墓室 向 北 , 丙 榨 分 别 放 

置 东 西 丙 边 , 中 间 为 过 道 ,类 有 特色 。 随 基 物 品 大 多 数 是 中 

踊 墓 项 中 所 有 的 陶 傅 之 类 的 东西 ,但 也 有 表明 其 标 特 文化 

特征 的 随葬 金币 上 2 这 类 人 仕 中 原 王 朝 的 栗 特 人 墓葬 , 主 

要 的 内 洱 已 经 是 中 承 式 的 了 ,但 随葬 物品 中 往往 有 村 特 文 

化 特征 13) 

在 以 栗 特 人 为 主体 设立 的 六 裔 州 地 区 ,其 匡 具 上 保留 

了 较为 明显 的 栗 特 美术 特征 。1985 年 宁夏 盐池 上 县 发 现 的 

一 组 墓 三 ,为 我 们 提供 了 一 个 明显 的 例证 。 其 中 一 座 幕 

(M3) 出 土 有 《和 何 府 君 墓志 》, 称 其 为 “大 夏 月 氏 人 也 。( 中 

残 ) 以 久 视 元 年 (700) 九 月 七 日 ,终于 鲁 州 如 鲁 县 " ,可 知 墓 

[1 上) 醒 踊 博物 妨 { 唐 安 元 寿 夫 妇 鞋 发 所 简报 》, 《5 文 圭 ?1988 年 第 12 期 ,她 一 48 

页 ; 陈 志 谦 《 安 元 寿 及 夫人 性 氏 基 志 考 述 》, 文 十 ?199 年 第 2 期 .31 一 5 

页 。 

【2]】 落 用 市 误 物 工作 队 《 洛 攻 龙 门 唐 安 车 夫妇 划 ?中 原文 物 》1982 年 第 3 期， 

34 一 26 真 。 

[31 国 原 党 现 的 忠 氏 莫大 ,也 可 以 作为 例证 ,型 罗 丰 《固原 南部 了 唐 基地 》, 北 

京 , 立 物 出 版 社 ,1996 年 - 



图 51 宁夏 盐池 M6 号 莫 石 门 上 的 胡 旋 舞 

主人 是 六 胡 州 中 盘 败 的 莫 特 人 。 另 一 座 莫 {M6) 有 两 肩 石 

门 , 上 面 各 赔 刻 一 位 胡 人 在 裔 遍 起 舞 ( 图 51) ,从 舞蹈 的 形 

象 . 胡 人 的 装束 等 判断 ,这 种 舞 中 正巧 某 特 人 所 擅长 的 胡 旋 

舞 '(114 值 得 注意 的 是 , 左 扇 门 上 的 舞 者 形象 ,和 麻 弘 募 浮 内 

宴 乐 图 中 间 的 舞 者 形象 (图 52), 基 本 形状 是 相同 的 ,如 身 

[【 1] 宁夏 回族 白 治 区 博物 馆 《 宁 球 赴 油 韦 表 发 握 简 报 ?,( 立 物 ?1985 年 第 9 期 ， 

43 5 页 。 鸡 震 影 让 《了 唐 间 中 亚 疲 传 中 国立 间 旋 舞 一 一 以 产 获 宁夏 盐池 

石门 朝 大 为 中 心 , 唐 文化 研究 论文 人 梨 》, 上 海 人 民 册 版 社 ,1994 第,335 一 354 

页 ; 昔 点 刚 f 守 更 盐 铀 唐 蓝 抹 刻 所 反映 的 胡 能 病 },( 文 傅 ?1994 年 第 3 期 。 

会 认 避 如 前 几 杰 洲 冲 淋 由 让 剖 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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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 53 票 特 骨 贫 上 的 舞蹈 形象 

体 的 这 曲 方向 ,两 腿 的 位 置 , 脸 也 都 面向 右 侧 ,脚下 也 都 有 

胡 旋 舞 特 有 的 小 贺 毯 。 六 胡 州 幕 葛 的 这 种 栗 特 美术 图 像 . 

可 以 和 茧 特地 区 发 现 的 骨 丛 上 的 乐舞 形象 (图 353) 联 系 起 

来 ,表明 桶 特 美 术 的 这 远 影响 。 

五 、 桶 特 美术 宗教 功能 的 转换 

一 一 从 票 特 到 中 国 

从 此 朝 到 隋唐 ,通过 药 特 儿 家 画工 .工区 , 票 特 美术 



作品 以 区 册 和 让 刻 的 形式 , 借 男 柯 击 . 依 床 等 载体 ,从 本 特 

地 区 ,经 过 西城 , 传 到 中 国 中 原 地 区 。 存 这 个 复 茶 的 传播 过 

称 中 .村 特 和 美术 种 不 同 地 方 的 文化 ,交互 影 啊 , 融 汇 ,生发 出 

新 的 图 像 特征 ,产后 新 的 宗教 功能 。 

票 特 斌 阔 美 术 在 盛行 异 教 的 西城 于 网 地 区 ,以 木 概 男 

的 形式 表现 出 来 ,这些 鲜 像 的 特征 . 既 扣 以 看 作 生 只 教 的 ， 

也 可 以 吾 作 是 佛教 的 ,其 中 阿 大 拉 ， 马 禾 达 (Opnmazd) 秆 佛 

救 图 谱 中 的 溃 释 大 (Indm) 相似 ,风神 ( 吧 eshparkar) 和 大 天 

(Mahideva) 或 深 法 (Siva 的 特征 相 对 应 ,四 臂 的 娜 山 妇 神 

《Nana) 了 世上 可以 找 刘 印度 的 类 似 图 像 上 1 在 人 刨 教 往 眼 中 ,这 

些 检 救 形象 无 见于 便 像 。 在 中 诛 地 区 .也 和 有 问 样 的 情形 , 书 

述 4 两 让 新 记 》 状 一 记 兵 密布 政 坊 梢 话 裙 六 哉 德 四 年 (62]1) 

所 立 , 陌 域 明 天 神 ,佛经 所 为 摩 酶 首 册 也。 这 正 是 以 偶 教 的 

眼光 看 窗 教 图 像 的 结果 [24 其 实 , 任 向 -一 个 宗教 独 像 刚 串 

到 村 一 个 新 的 地 区 ,总 是 会 被 误 读 的 ,就 像 佛教 在 议 代 进 人 

中 国 后 , 浮 导 的 形象 是 借助 黄 攻 的 形象 而 传播 的 534 敦煌 

口 疝 只 教 图 机 发 现在 佛教 石 汪 当中 ,似乎 也 透露 出 这 凤 师 

像 后 来 已 被 独 作 蚌 佛教 图 像 。 可 以 说 ,在 栗 特 失 教 美 术 东 

渐 过 程 中 ,一些 定 神 留 像 的 宗教 功能 乏 渐 转换 ,从 只 神 蛮 碟 

[ 1 ] 甘于 评 教 利 佛 教条 做 的 对 应 关系 , 参 郁 张 广 达 《 吐 和 外 玖 出 土 没 谓 文书 所 见 

人 世 六 请 地 区 常 救 的 逊 迹 $, 必 敦 御 肛 骨 香 研究 ?第 4 卷 , 1999 了 ,10--11 丰 , 

甘于 娜 思 妈 神 和 学 印度 神像 的 关联 , 参 吾 五 .4 Peakenkova ”he Fomm and 

Style of Sofiian Dasuariee",p.234; 姜 仿 革 上 粗 烛 白面 中 特 神 械 图 像 的 再 考 

察 ?.& 艺 术 史 研究 3 第 2 柑 ,2000 秆 ,263 一 291 页。 

[2 凌 伯 勤 伍 煌 二 术 宗 教 与 礼 乐 文明 ,190 一 191 贞 。 

(13】 Wu Huang, “Hudqdhist 加 emenle 训 上 Eady Chinesate 上 rt and and 3nl Centuaries 和 

了 -1 ，deibaus hsinae ， 现 WU. 344。，19836， 由,263 - 3524 下 鸿 《 地 域 章 十 与 对 
“下 斗 米 道 " 美 不 传 广 的 重 构 ?8 池 唐 之 问 的 宗 数 药 术 与 考古 $, 人 1 一 460 

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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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 佛像 ,或 者 说 是 被 看 作为 佛像 了 。 

在 枝 特 美术 宗教 功能 的 转换 中 ,内 容 也 必然 会 随 之 有 

所 改变 。 曹 仲 达 绘制 的 外 同 禁 像 ,后 来 一 直 识 看 作 是 佛像 。 

而 且 原 本 上 度 当 旦 绘制 证 神像 的 曹 国人 曹 促 达 , 在 进 人 中 原 

后 , 转 而 绘制 志 像 ,因为 他 有 绘制 钛 教 神像 的 技法 ,因此 他 

的 镜像 在 人 们 看 来 独树一帜 , 自 成 一 家 。 敦 煌 扬 画 只 神色 

上 的 日 轮 和 月 轮 中 ,分别 绘 有 三 足 乌 和 桂 树 ,是 明 收 中 国 传 

统 图 案 的 结果 。 

宗教 场所 的 变化 也 是 票 特 美术 宗教 功能 转化 的 重要 方 

面 。 早 期 来 华 栗 特 人 聚落 中 设立 的 只 祠 当 中 ,有 比较 系统 

的 只 神 国 像 。 在 聚落 逐渐 消失 的 过 程 中 ,只 神 图 像 更 多 地 

是 在 幕 旨 中 表现 的 , 粟 特 人 把 骨 爸 的 泽 周转 移 到 石棺 床 的 

浮雕 上 ,在 更 为 广 六 的 空间 里 ,石棺 床 的 图 像 虽然 无 法 和 祠 

店 中 系统 的 图 像 相 比 , 但 比 肯 区 要 宽广 得 多 ,所 以 在 骨 谷 上 

常 撮 的 神像 . 乐 甸 和 误 悼 场面 之 外 ,有 了 更 丰富 的 主题 ,如 

节日 庆典 . 狩 猜 、 究 饮 等 。 有 些 场面 虽然 本 意 不 同 , 但 也 可 

以 在 中 国 传统 式 的 墓葬 中 找到 自己 的 位 置 。 

随 着 票 特 聚落 的 高 散 , 栗 特 人 的 没 化 ,不 论 祠 店 还 是 墓 

硬 中 的 黄 教 图 像 ,都 逐 半 为 其 他 宗教 或 礼仪 的 因素 所 取代 ， 

但 聚 特 检 教 美术 的 某 些 图像 , 仍 然 可 以 在 中 国 佛教 美术 或 

其 他 美术 作品 中 找到 它们 的 痕迹 ,如 敦煌 卷子 P.4524 彩绘 

《降魔 变 文 》 中 狮子 咬 住 水 牛 的 图 像 (构图 与 处 弘 幕 泽 雕 

下 栏 印 子 蚁 住 灵 牛 的 那 一 幕 完全 一 样 033 还 有 柏林 印度 艺 

[1 .Vandier- Nicole，Seripuatira 时 per Six Natres 赤 ' 儿 reur ，Pane:， Imhrimerie Na- 

Honale，1954 . 

【2 】 张 庆 酚 & 坟 原 隘 伐 谋 世 划 石 入 浮 雕 》.17 页 。 



术 博 物 馆 所 茂 吐 午 番 出 土 白 描画 卷 (MHK HIT- 43) 5012 对比 
票 特 . 于 略 、 敦 煌 等 地 的 票 特 只 教 绘画 ,也 可 以 找到 一 些 类 
似 的 主题 和 相似 的 画 法 ,如 在 死者 面前 称 天 平 的 形象 , 与 阿 
夫 拉 西 阿 勃 出 土 肯 丛 上 的 译 膨 的 主题 完全 一 致 !241 又 如 神 
像 后 面 伟 出 头 来 鼎 望 的 狗 的 形象 ,与 敦 熄 白 画 只 神像 中 的 
狗 几 无 一 致 L[31 到 了 宋朝 ,祖籍 太原 的 画家 米 蒂 . 自 称 自 
己 是 “ 火 正 后 人 ”4 从 他 的 各 字 和 称 导 ,可 以 确定 他 是 桶 
特 后 青 ,但 他 已 经 是 地 道 的 中 国画 的 代表 人 物 了 。 

[提交 * 汉 唐 之 间 一 一 文化 的 互动 与 交融 学 术 研 讨 会 "论文 ,2000 年 } 

[ 1] 二 ong zhe Anelenz 3 下 tter、 Cenirag driam 4 廊 omt the Re erEn Siare 

Hiserrm，Mew York: The Metmpolitan Muaeam of Ar 1982，Ptp.214 ~ 215。No- 

152 交 西域 汪 本 展 #, 东 京 园 立 博物 馆 ,1991 年 ,150 一 151 页 , No- 好。 

[ 2 ] Pugachenkeva “了 he Form mnd Style df Sogdian Destaries" ,pf .230 -231，fr.12. 

[ 3】 由 于 这 幅 画 卷 涉 下 亲 题 较为 复杂 , 季 另 六 专门 讨论 。 

【4】 对 伯 勒 《 陕 宝 府 制 诺 论 略 了 ,301 一 302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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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释 迦 降伏 外 道 像 ?中 的 
只 神 密 斯 拉 和 祖 尔 万 

西安 碑林 博物 馆 收 藏 有 一 件 造像 碑 , 修 高 72 厘米 , 宽 

得 厘米 , 厚 加 厚 米 ,正面 刻 释 迦 件 尼 佛 立 像 ,面部 浑圆 ,十 

宫 端 庄 ,头顶 为 矶 内 医 , 晤 耳垂 骨 , 背 有 头 光 ,并 光 上 尖 , 外 

有 一 隔 火 焰 。 导 穿 通体 熟 著 , 祖 右 月 , 布 手 上 举 , 手 掌 向 上 ， 

其 上 空 最 一 圆 环 ,位 于 右 碑 左上 角 ;左手 下 垂 ,于 党 向 下 ,其 

于 亦 有 一 图 环 , 位 于 石碑 右 下 和 贡 。 左 上 角 环 央 有 一 -人 和 橡 , 坐 

一 双 头 马上 背 托 之 圆 赣 上 ,双手 上 举 , 搜 乓 本 阮 带 ; 右 下 角 

图 环 内 亦 有 一 人 像 , 坐 双 芒 背 托 之 圆 毯 1, 双手 上 举 , 热 

飞舞 际 带 。 释 迦 件 尼 两 脚 亦 蚀 , 立 于 着 蕙 路 座 上 , 轩 座 下 

为 凸 起 的 厂 台 , 台 于 面 右 侧 有 四 刻 题 记 一 行 , 文 下: “ 释 迎 

件 尼 佛 降 伏 外 道 时 ”( 图 54)。 有 关 该 碑 的 出 版 物 都 认为 ， 

这 个 造像 的 年 代为 唐 朝 (618 一 907 年 )0112 此 像 出 土地 点 

【1 】 瑟 西 省 博物 馆 编 4 陕西 省 博物 错 藏 丘 刘 选集 》. 比 餐 , 文 牺 出 版 礼 , 1957 年 ， 

委 页 , 赎 37; 京 划 广 化 博物 洽 编 大 青 长 安 $, 京 都 ,1994 告 .105 真 : 昨 安 碑 

太 睛 物 馆 编 & 西 安全 条 博物 馆 . 陕 是 人 民 出 版 村 :2000 年 .133 页 。 



不 明知 计 在 唐 朝 都 城 长 安 城 的 范围 内 。1955 年 ,该 碑 

由 虐 安 市 文 管 会 着 党 陕西 省 博物 馆 , 现 藏 铂 林 博物 馆 。 

索 表 (Alexander CSoper) 教 授 在 4 豆粕 的 瑞 像 图 少 一 六 

中 . 铂 指 出 这 件 唐 代 造 像 风 格 的 释 迦 降伏 外 道 像 ,与 英国 讲 

物 馆 收藏 的 六 但 藏 经 洞 出 二 组 画 呈 片 上 所 绘 手 拓 日 轮 的 立 

佛像 如 出 - : 轩 , 不 论 叶 体 的 姿态 . 昏 闭 的 下 垂 形式 ,还 是 火 

炊 头 光 的 形状 ,甚至 右 驮 下 面 垂 关 的 打 结 成 环 状 的 衣 饰 ,部 

完全 相亲 .只 有 一 个 明 表 的 不 同 , 即 敦 煌 的 本 家 用 传统 中 同 

的 金马 来 表示 太阳 ! 线 掉 的 月 亮 可 能 也 是 用 下 侈 或 蜂 来 

和 表示 的 ) ,但 此 处 的 对 刻 家 则 在 一 个 小 画面 上 措 绽 了 一 个 完 

全 的 人 以 形象 。 他 指出 ,这 丙 个 交 轮 中 的 神像 , 于 举 着 波浪 

状 的 拔 巾 在 头顶 上 ,这 是 很 早 时 期 借口 希腊 加 苞 艺 术 的 样 

式 。 -上面 光 轮 中 的 神像 ,可 能 是 太阴 (本 文 Suryra), 骑 在 拉 

着 双 轮 马 拉 战 车 (biga) 的 暴 烈 成 性 的 双 马 上 ;下 面 的 光 轮 

中 ,用 两 个 像 天 网 的 乌 来 表 二 的 神像 是 月 亮 ( 栅 文 Chan- 

dm ;这 是 和 就 人 短 是 家 具有 同 梓 思 想来 源 但 表现 得 更 辑 丰 

寅 的 结果 。 最 后 , 索 珀 根据 敦煌 石 富 和 写本 资料 ,认为 峭 画 

所 绘 应 当 是 敦煌 写本 《 瑞 像 记 》 和 莫 高 宣 壁 画 所 题 的 “ 措 晶 

月 瑞 像 ", 此 像 是 表现 本 迎 御 尼 在 打败 魔 军 后 获得 超自然 力 

时 的 情景 。 因 此 ,他 认为 ,如 果 他 的 这 一 解释 是 正确 的 , 则 

西安 石 半 上 的 乌 文 就 是 错误 的 。 他 以 为 该 铬 文字 使 较 大 ， 

也 不 像 唐 代 造 像 砷 那样 书 宇 工 整 ,因而 认为 是 后 来 补 写 的 ， 

补 写 的 人 对 于 " 指 日 万 瑞 像 "的 原本 售 尽 已 经 不 清楚 了。 但 

是 ,为 什么 这 样 稀 见 的 主题 在 部 煌 如 此 流行 ,而 且 还 以 实质 

【 1】 事 注 4 院 西 佛教 艺 不 》, 台北 卸 术 家 出 版 社 .1999 年 ,143 页 称 此 盆 电 1955 年 

西安 瞩 部 出 七 ,或 有 所 各 , 但 未 详 述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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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完全 相同 的 才 式 见于 唐 朝 的 都 城 , 他 承认 无 靶子 以 解 

释 ( 

敦煌 的 “ 指 日 月 瑞 像 ”, 克 载 于 了 .3352(4).S.21134A 与 

本 521 者 只 丰 简单 的 名 * 指 日 月 瑞 季 记 ”, 而 没有 具体 内 

和 容 。 此 像 见 于 上 员 高 富 第 231.236.237、72 等 富 ,都 是 吐 邦 希 

治 敦 焊 时 期 (中 唐 )} 上 帮 其 后 的 洞 富 , 指 日 月 瑞 像 位 于 佛 谷 四 

拔 的 边 角 处 ( 妖 35)。 据 科 修 身 先 生 在 《 莫 高 窜 佛 教 史 迹 画 

内 容 考释 ?七 ?中 的 介绍 “第 231 窗 佛 爹 南 披 的 侨 角 处 ,此 

瑞 像 所 占 的 栏 手 较 其 他 瑞 像 图 为 矮小 。 瑞 像 头 项 有 高 高 隆 

起 的 肉 获 , 脑 后 有 头 光 . 头 光 的 周边 绘 有 云 状 花纹 。 佛 像 身 

者 攻 红 色 揣 闭 , 自 右 腋 撩 措 于 左肩 上 ,加 将 内 套 着 僧 只 支 。 

跤 中 , 端 立 于 莲 花 座 上 。 右 臂 高 举 向 上 , 五 措 伸张 , 持 一 球 

状 物 ,内 绘 金 乌 一 个 。 此 球状 物 即 我 国 古 代 所 说 的 太阳 。 

左 辟 下垂 ,五 指 直 伸 疝 于, 手掌 下 而 ,也 有 一 个 球状 牺 ,内 画 

鲜花 .野草 诸 物 , 当 是 表现 我 国 古代 所 说 的 月 亮 。 瑞 像 侧 旁 

无 榜 题 ,而 临近 的 栏 框 内 , 则 有 * 指 日 月 像 ' 的 榜 书 。 参 照 其 

弛 洞窟 里 所 见 的 此 种 画面 , 考 其 内 容 , 我 们 断定 此 瑞 像 为 

“ 指 日 月 像 " 。 (3 他 还 考证 此 像 是 *“ 释 链 御 尼 佛 的 箭 子 罗 

云 的 画像 ", 因 为 罗 瞻 罗 ( 即 男 云 ) 一 名 的 意思 ,是 指 手 执 太 

阳 和 月 亮 ,为 你 生 据 除 黑 暗 !4) 孙 先 生 的 比 定 无 疑 是 正确 

的 ,但 他 考证 此 图 是 罗 具 罗 的 画像 , 私 怕 难以 成 立 , 因 为 此 

[ 1 ] 站 .CSoper, “Repeesemtationa af Famote Enages 过 Tim - huang" ，4itlasr diae， 

XXXVITL4，1964 一 1965，pp-351，362 - 363; 和 参看 张 广 达 、 荣 新 江 ( 救 均 "“ 瑞 像 

记 ”、 瑞 像 图 及 其 反 胀 的 于 网 》, 原 裁 《 教 炮 吐 得 番 文献 研究 ?第 3 辑 ,1986 

年 ;此 据 同 作者 4 于 网 史 如 考 》, 上 海 书店 ,1993 年 ,238 页 。 

【2 】 张 广 法 . 荣 新 江 4 于 网 史 具 考 》,217 .219 页 。 

[3 ] 《救生 研究 )1987 年 第 1 期 ,35 页 。 

[4] 允 见 末 族 身 《 佛 副 东 传 故事 画卷 4 香港 商 芳 印 飞 局 ,1999 年 ,66 页, 图 史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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像 是 释 迦 件 几 本 人 吴 

碟 疑 尽 。 

莹 煌 壁画 中 的 指 

日 月 堪 像 被 曾 于 瑞 像 

图 的 边 角 ,说 明和 到 呈 其 

统治 教 煌 时 期 , 它 的 地 
位 已 经 下 降 。 英 同 博 

物 馈 城 绢 夯 上 的 指 日 

”也 葬 像 5 编导 Ch. xii 

贞 0023 ,图 56) ,不 仅 和 其 
时 他 瑞 像 同样 大 小 ,而 且 

上 位 于 上 排 ,色彩 鲜 移 ， 
绘制 精美 。 可 惜 图 像 

有 些 残 酸 , 释 迦 左手 下 

面 的 月 环 已 经 残 断 , 介 

右手 上 举 的 日 环 十 分 

清楚 ,中 间 布 金马, 与 

评 画 相 同 ,表示 太阳 ,由 此 推测 左手 下 面 的 月 环 中 ,也 应 当 

如 索 否 所 说 ,有 表示 月 亮 的 图 案 , 如 甘 免 或 昌 内 011。 根 据 

这 幅 图 像 的 佛教 造像 和 艺术 风格 两 方面 的 特征 , 韦 陀 (R， 

WwWhitield) 教 授 在 《西域 美术 一 一 英国 博物 馆藏 亲 坦 因 收 集 
目光 中 认为 , 它 可 能 是 七 世纪 的 作品 ,至 少 不 肛 于 从 世 

纪 (321 这 一 看 法 正好 和 吐 茧 时 期 指 日 月 瑞 像 位 转 下 降 相 

图 55a ” 莫 高 窜 第 237 宣 

指 日 月 瑞 像 

[ 1] 及 ，Whidielt，7e dr 夺 Eenirl ai ， 了 Te Spin oliecticm im 后 e rztti Menrna， 

了 开业 rot kodansha ，1983， 败 ，]1 

【21】 装 上 书 第 2 卷 ,1 页 ， 



符 , 可 以 友 立 。 

瑞 像 具 有 护持 佛法 的 作 
用 ,因此 ,每 个 瑞 像 都 有 固定 
的 来 历 \ 特 征 ,表现 该 像 显 示 
受 瑞 的 那 一 刻 的 状态 。 内 此 ， 
各 个 地 方 的 同一 瑞 像 大 休 上 上 
是 一 数 的 。 这 就 是 我 们 所 见 
教 所 纳 画 和 壁画 瑞 像 图 几乎 
相 回 的 原因 [42 西安 出 土 的 
《 释 迎 降伏 外 章 像 》 和 教 煌 的 
瑞 像 图 ,就 释 迎 件 尼 佛像 本 身 
来 看 , 儿 乎 是 完全 相同 的 , 叭 
一 不 同 的 是 ,在 部 煌 瑞 像 图 中 。 图 ;5 黄 襄 记 第 必 写 
表示 日 月 的 金 乌 和 花草 ,在 指 日 月 瑞 像 
《 苹 回 降伏 外 道 像 》 上 不 见 了 ， 
换 上 了 两 个 人 物 形象 ,而 且 也 不 题 为 " 指 日 月 瑞 像 ”, 却 称 之 ， 
为 " 释 迎 件 尼 佛 降 伏 外 道 时 "。 根 据 这 个 榜 题 , 圆 环 中 的 这 
两 个 人 物 ,不 是 日 月 中 的 仙人 ,而 是 题记 中 所 说 的 “外 道 "。 
李 域 铮 先生 在 《陕西 十 代 右 刻 艺 术 ) 一 书 中 , 曾 正确 地 指出 : 
佛像 “ 右 臂 伸 扬 仰 掌 ,上 浮雕 法 欠 , 内 为 外 道 坐 两 头 弃 马 F， 
双手 上 举 衣 带 肚 扬 。 左 璧 向 下 手 伸 状 ,下 刻 圆 轮 ,内 亦 有 外 
道 坐 双 马 背 , 仍 是 双手 持 带 上 扬 。" 他 也 认为 阶 前 的 铭文 做 

| 
| 

二 

为 后 来 补 刻 [21 限于 该 书 的 体例 ,他 设 有 再 做 深入 的 说 

1】 张 广 达 , 荣 新 江 & 于 辐 呆 负 首 .2 了 9 242 页 。 

[2 西 家 ,三 奉 出 版 社 ,1995 让 ;94 一 5 页 ,No.116， 此 处 认为 下 面 人 物 的 坐骑 

也是 下 ,全 不 相 类 , 们 有 未 诺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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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和 ”美国 图 书馆 藏 绢 画 上 的 指 日 月 瑞 像 

明 。 然 而 , 李 域 铮 先生 一 面 利 用 铭文 判断 圆 轮 中 的 两 个 人 

物 是 外 道 ,又 说 销 文 是 后 来 补 刻 的 ,这 显然 陷 人 自 相 矛 盾 当 

中 。 笔 者 觉得 铭文 的 字体 俊秀 有 力 ,不 失 唐 风 ; 而 这 件 造像 

碑 和 其 他 常见 的 唐 朝 造 像 碑 题 材 不 同 ,不 应 以 普通 造像 碑 

的 馅 文 形 式 来 衡量 它 ; 更 为 重要 的 是 ,造像 碑 的 铭文 和 图 像 



内 容 密切 相关 ,不 可 分 割 ,和 忽 锐 了 这 种 联系 , 则 无 法 确切 解 

释 针 像 的 内 容 。 因 此 ,我 以 为 两 个 圆 环 中 的 人 物 形象 , 即 锦 

文 所 说 的 外 道 无 疑 。 

根据 造像 的 形式 和 模仿 指 日 月 瑞 公 的 情形 ,可 以 推测 

这 方 造像 碑 是 唐 朝 前 期 或 中 期 的 产物 ,至少 应 当 和 敦煌 绢 

画 与 壁画 的 年 代 接近 。 那 么 ,这 个 时 段 里 佛教 造像 者 所 要 

降伏 的 外 道 是 什么 样 的 外 道 呢 ? 

在 释 迎 件 尼 创建 佛教 的 过 程 中 ,他 要 和 业已 存在 的 许 

多 印度 的 宗教 派别 作 斗 争 ,这 些 不 仿佛 法 行事 或 宣教 者 ,在 

释 迦 特 尼 和 佛教 徒 来 看 ,都 是 外 道 。 佛 典 中 有 各 种 外 道 的 

记载 .外 道 的 数量 也 随 着 佛 典 的 不 断 扩 充 而 逐渐 增多 。 记 

载 释 迦 牟 尼 事迹 的 佛 典 ,如 《条 阿 含 经 》 卷 四 三 和 《中 阿 含 

经 》 卷 五 七 ,只 记 炎 迎 件 尼 时 代 的 中 印度 有 六 种 外 道 , 称 作 

“外 道 六 师 ”, 即 珊 阁 耶 毗 罗 朋 子 . 阿 坦 多 闫 舍 钦 靶 罗 未 黎 

梨 拘 舍 梨 、 窟 兰 那 迦 叶 、. 迎 轴 鸠 怠 迦 族 延 、. 尼 乾 辽 车 提 

子 [1 《大 日 经 ?中 就 有 “三 十 种 外 道 *12]《 涅 秦 经 ?》 有 "“ 九 

十 五 种 外 道 " [31 而 《 华 严 经 ?》$ 有 "“ 九 十 六 种 外 道 " (4 这 些 

饰 典 中 的 外 道 , 主 要 是 以 印度 的 亏 罗 门 为 原型 的 。 

在 佛教 图 像 中 ,我们 所 见 到 的 外 道 形 象 与 4 释 迎 降伏 外 

道 像 # 上 的 外 道 不 同 ,如 亮 孜 和 尔 石 窜 的 外 道 形 象 , 常 常 是 用 男 

性 裸体 人 像 来 表现 的 (51 敦煌 壁画 《 劳 度 叉 斗 圣 变 》 中 ,也 

(1 ] 《大 正 套 ?着 二 ,317 页 中 区 大正 本 } 着 一 ,782 页 上 。 具 笨 译 各 赌 有 不 同 。 

【2]】 同 工 , 着 上 人,357 页 中 。 此 处 条 列 了 三 十 种 外 道 的 名 字 。 

【3 ]】 同上 , 养 十 二 ,426 页 下 .668 页 上 。 

[4] 同上 , 郑 于 .140 页 中 .1 和 页 下 。 

【5 ]】 条 看 韩 铸 . 朱 英 荣 《 色 茧 石窟 》, 新 疆 大 学 出 版 社 ,1990 年 ,2 想 一 2 页 .图 版 

113 一 L17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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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S7a 《 释 迦 降伏 外 道 像 ? 上 部 的 外 道 细部 

有 六 师 外 道 的 形象 ! (1 也 和 《 释 迦 降伏 外 道 像 》 上 的 图 像 泡 

法 对 应 。 佛 教 美术 史 大 家 索 刑 教授 为 了 把 这 两 个 人 物 和 指 

日 月 瑞 像 上 的 日 月 联系 起 来 ,认为 他 们 是 佛教 的 Suya( 日 .日 

富 天 子 ) 和 Chandra( 月 .月 宫 天 子 ) ,但 也 没有 提供 给 我 们 和 这 

个 造像 碑 上 的 两 个 人 物 相同 的 图 像 , 因 此 ,其 说 值得 商 椎 。 

内 图 俐 学 的 特征 来 看 , 笔 剖 认为 《 释 迎 降伏 外 道 像 》 所 

刻画 的 外 道 { 图 57) ,实际 是 七 八 世纪 流行 于 唐 朝 的 只 救 

( 即 流 斯 . 票 特 的 琐 罗 亚 斯 德 教 ) 神 像 。 以 下 从 几 个 方面 如 

以 比较 。 

第 一 导 释 迎 降 伏 外 道 像 》 的 外 道 的 基本 赛 态 , 是 人 物 坐 

在 一 个 略 形 秸 垫 上 ,双眼 下 垂 ,左上 角 的 人 物 右 腿 略 微 奔 

【1] 和 看 李 水 宁 . 葡 作 常 公 降魔 变 文 ?与 敦煌 坚 画 中 的 " 劳 度 又 斗 对 变 "》 1983 

年 全 国教 煌 学 术 讨 论 会 文集 : 石 直 艺 术 编 ?》 上 ,甘肃 人 民 出 版 社 ,198s 年， 
6 一 233 页 及 书 人 前 周 版 (未 编 避 )， 



图 57b 《 释 迎 玫 伏 外 道 父 * 下 部 的 外 道 细部 

曲 , 左 腿 奇 曲 幅 虚 更 大 , 贡 腿 没有 交叉 ; 右 下 角 人 物 两 腿 弯 

曲 下 垂 , 双 脚 交叉 。 其 中 左上 角 的 人 物 显然 刻画 较 右 下 角 

的 人 物 仔 经 ,更 具有 代表 性 。 而 他 的 这 种 邓 腿 下 垂 而 不 交 

又 的 赛 态 ,我 们 可 以 在 只 教 美术 图 像 中 经 常 看 到 。 如 票 特 

(Sogdiana) 南部 Yakkabagh 地 区 出 土 的 一 个 柳 教 徒 的 骨 答 
《Ossuary), 上 面 浮 于 着 两 个 酉 神像 (图 58)。 左 面 女 像 是 娜 

娜 女神 ,四 臂 , 上 举 的 两 手 托 着 日 月 ,下 面 的 两 手 握 着 一 只 
鸟 和 一 根 小 棍棒 或 是 杆 。 右 面 男 像 是 战神 Vahram ,一 身 葡 
装 , 也 是 四 臂 ,分 别 握 普 一 只 箭 、 一 个 圆 型 盾 、 一 个 花圈、 一 
只 鸟 !2 两 个 神像 的 双 腿 的 下 垂 形 式 一 样 ,一 明 一 寄 , 和 

【 1 ] 『，Grenef、“The Second of Three Encoantere berwecn Forpastrianisam and Hintduisam， 
Plantic Tulnenees in Ractria and SogHiana [and 一 8 由 =， 站 ，Joorner 如 te 

stat Sovyely phay。 Jrres Drrmmesteter (TB849 1894 Conmermorgfior 

JRame ed，Hy Y、 卫 .Kalikami and Devangama Denai。Bombay 1994，p.45，fie。 
10; A. Pugachenkova “The jurm and Style of Suedian Oesuaries”，Bujletin or the 
Te met SrEes， 着 【Tbe Archaemogy and Arti 可 entral Asia，Sosdiea fom 

由 e Jommer Soviek Unior1 ，1996 ，P .233， 丰 B.S- 

r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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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史 ， 权 特 南 部 Yakkahagh 地 区 出 土 骨 贷 上 的 两 个 杯 神 像 

《 释 迎 降伏 外 道 像 》 的 外 道 一 模 一 样 。 另 外 , 撒 马 尔 干 楼 特 

壁画 上 ,也 常常 网 到 这 样 的 坐 秦 (1 

第 二 ,+《 释 迎 降伏 外 道 像 ?》 揭 两 个 外 道 都 坐 在 两 个 连 性 

动物 的 身上 ,上面 有 图 垫 ,不 盖 住 连 体 的 部 分 ,动物 的 头 部 

向 外 。 左 上 角 的 动物 是 双 马 , 右 下 角 的 动物 是 双 匆 。 这 种 

坐 在 连 体 双 头 动物 身上 的 赛 势 ,也 是 只 神 形象 中 常常 见 到 

药 。 比 如 , 格 瑞 内 (F.Grenet) 教 授 在 考证 阿富汗 Dokhtar - 1 

Noshirwan 遗址 发 现 的 神像 (图 $9) 时 ,根据 神像 两 边 底 部 残 

存 的 马 腿 , 推 知 是 坐 在 双 头 马上 的 密斯 拉 (Mithra) 神 像 。 他 

还 举 出 票 特 地 区 发 现 药 其 他 密斯 拉 神 像 , 如 苏 对 沙 那 (Us- 

tushana, 唐 朝 东 籍 中 的 东 曹 国 ) 地 区 的 Shahristan 官 典 遗址 

[1] 见 了 .T. Marhak and YV_-1. Raspofeva, “Cultea camunautairea 忱 cultes Prives en 

Sogdianer- ，Fistotre de 下 Wie eenirale Preitlamiqae。 Sources sorites ef dpehments 

oreheplogiguer，eds.P_ Bemard 可 .Gernet， Paris 1991，pp.189，194 - 195，fe. 

3-6. 媒 嫣 女神 像 左 刹 的 神像 。 



发 现 的 豆 画 上 的 密斯 拉 

神像 (图 60) , 即 端 举 在 双 

头马 上 ; 片 吉 肯特 (Pan- 

十 sent) 遗址 编号 为 YI11 

的 房屋 出 土 一 块 木板 画 
(图 人) ,所 绘 密斯 拉 神 也 

是 坐 在 两 丐 分 体 的 马上 ; 

这 两 件 作 品 都 是 公元 八 

世纪 制作 的 。 格 瑞 内 指 

出 ,这 些 权 特 容 教 系统 中 

的 密斯 拉 神 像 ,其 原型 是 

希腊 化 的 太阳 神 的 车 乘 ， 

和 这 些 桶 特 几 像 最 接近 

的 一 妨 早 期 作 卓 ,是 阿 富 

汗 巴 米 扬 石窟 38 米 高 大 佛 洞 后 壁 的 密斯 拉 神 像 Lt5 此 

外 , 坐 在 这 种 双 头 动物 身上 的 只 神像 ,还 有 片 吉 肯 特 发 现 的 

六 世纪 制作 的 陶 雕 只 教 “ 大 神 ”(Adhvagh) 像 ,他 的 尝 骑 是 双 

头 象 (图 纪 )0213 票 特 南 部 Kashka - dara 发 现 的 骨 管 左 侧 

中 间 的 神 人 入 , 则 坐 在 两 只 羊 的 上 面 , 而 且 , 神 像 所 坐 的 秸 垫 ， 

和 我 们 所 讨论 的 外 道 坐 下 的 秸 垫 边缘 十 分 相似 131 

第 三 《 释 迎 降伏 外 道 像 ?的 两 个 外 道 都 是 双手 上 举 , 握 

填 一 个 际 带 。 这 种 际 带 也 是 桶 特 只 教 美术 中 常见 的 装饰 ， 

图 5 阿 襄 汗 Dokhtar - I Noshirwan 

遗址 发 现 的 密斯 拉 神 像 

『 1 ] T，Grenete FF 引文 ,45 页 ,插图 1 一 13。 巴 米 断 的 图 像 , 科 见 菜 新 江 《 北 朝 了 

唐 树 特 形 落 的 内 郭 形态 ?, 图 33。 

【2 FF. Greenet 上 引文 ,44 页 ,插图 9 

[ 3 了，Grenet 上 引文 , 揪 琐 17。 怠 见 荣 新 江 《 北 彰 障 唐 票 特 友 落 的 内 部 形态 》， 

画 3]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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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外 片 吉 肯特 发 现 的 陶 夺 只 教 " 大 神 ” 

{adhva 绅 ] 像 

如 山西 太 夭 发 现 的 处 弘 墓 石 样 座 前 壁 下 前 排 正中 火 坏 两 旁 

前 半 人 半 乌 形 的 斌 教 祭 司 , 头 后 有 红 白 二 色 的 昧 贡 向 后 翻 

飞 [12 在 票 特 只 教 图 像 中 的 乐舞 人 物 身上 ,这 种 样式 的 表 

现 更 为 明显 ,如 粟 特 骨 和 货 上 的 钴 蹈 者 ,就 带 有 这 样 的 球 

带 !24 宁 夏 盐池 县 发 现 的 六 胡 州 标 特 人 何 府 君 莫 (M6) 石 门 

上 驹 刻 研 旋 舞 , 舞 者 身后 周 扬 着 长 带 , 其 折 枯 和 凌 曲 的 方式 

都 和 我 们 所 说 的 外 道 阅 像 相同 (534 上 谨 弘 蓝 石 樟 后 壁 正面 浮 

悦 的 富 乐 图 中 间 , 细 者 的 杜 带 也 是 作 贺 形 上 举 的 飞 狂 有形 

式 【44 

[1 山 占 省 考 占 研究 所 # 杰 原 了 旷 代 民 人 此 莫 清理 简报 》, 文 禾 92001 年 第 【期 ,43 

更 ,图 三 -… .三 六 。 

[ 2] 刘 . 站 .Pugachenkova. “The Fomrm and Siyle of Soedian Desuariea" ,6g-4b- 

[ 3] 宁夏 同族 白 治 区 博物 馆 & 夏 盐 季 唐 莫 发 氮 简 报 ?,《 文 物 ?1988 年 第 9 阅 ， 

4 委 一 56 页 。 

【4] 《太原 隋 代 席 张 昔 清 理 简报 》.3?3 页 图 一 几 。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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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们 把 这 两 个 人 和 罩 判定 为 只 教 昼 检 , 除 了 图 像 造型 特 

征 之 外 ,更 重 刘 的 还 在 于 图 像 所 表现 的 内 容 。 

我 们 知道 ,在 桶 特 容 教 美术 中 ,只 教 神 检 是 以 人 的 形象 

现 的 ,他们 的 动物 特征 是 用 他 们 的 动物 举 骑 来 暗示 的 ,而 

不 是 把 神像 体现 为 动物 的 形象 (1!4 有 系统 地 把 动物 特征 

与 天 挤 的 形象 结合 起 来 并 -一 一 对 应 ,是 只 教 的 传统 ,而 印度 

图 像 中 却 没 有 这 样 系 统 的 对 应 关系 52k 格 瑞 内 教授 在 考 

证 Dokhtar - [ Noshirwan 遗址 发 现 神 称 上 的 动物 时 ,列举 了 

这 些 窗 神 和 特定 动物 之 问 的 联系 434 我 们 把 他 的 解说 绘 成 

表格 如 下 : 

杯 
| 这 斯 拉 (Mihm) 
Mah _ 

娜 娜 (Nana - Anahita) 

阿 胡 拉 * 马 蓝 达 (Alarm Mazda) | 
Tistrya 

Vahram 

祖 尔 万 (Zurvan) 

根据 这 种 对 应 关系 .我们 来 看 《 释 迎 降伏 外 道 像 》 中 的 两 个 

外 道 , 上 面 的 人 物 骑 双 马 ,可 以 确定 为 密斯 拉 神 ,而 密斯 拉 

在 证 教 中 表示 太阳 ,这 正好 也 和 指 日 月 瑞 像 的 太阳 位 置 对 

应 。 下 面 的 人 物 的 坐骑 最 像 攻 ,过 珀 认为 是 天 鸟 一 样 的 岛 ， 

如 果真 是 钨 的 话 , 则 对 应 于 只 教 的 祖 尔 万 神 ,他 表 床 土星， 

[ 1 ] 站 ， 现 。Belenitekii amd B，I，NMarshak “The Paintings 吕 Soediana"，Sogaian 

Prmiing ，hy 已 、Azatfay，Betkejley 4981 ，P. 70. 

【2 ] Geenel 上 引 交 ,和 页 。 

f{3] 同上 。 



不 能 和 指 日 月 瑞 像 中 的 月 亮 对 应 。 不 过 造像 碑 的 作者 在 此 

不 是 要 个 作 指 日 月 瑞 像 ,而 是 要 表现 释 迎 降伏 外 站 的 情形 . 

央 纤 ,他 选取 了 密斯 拉 和 祖 尔 万 这 两 个 只 教 世 界 的 大 神 ,来 

作为 证 神 的 代表 ,已 经 足 癸 。 

由 此 不 难看 出 . 唐 朝 都 城 长 安 发 现 的 这 方 造像 碑 意 交 

不 同 寻常 , 它 是 利用 了 指 日 月 瑞 父 的 基本 形制 ,把 日 硼 蔡 换 

成 两 个 国教 神 只 , 使 表现 释 迎 件 尼 在 打败 麻 军 后 获得 超 日 

然 力 时 的 情景 ,变换 成 宏 迦 降 优 外 道 本 神 的 图 像 。 换 句 话 

涪 ,这 里 表现 的 是 释 迎 件 尼 佛 用 瑞 像 所 具有 的 威力 ,正在 降 

供 不 守 佛法 的 外 道 。 

北朝 以 来 ,由 于 信仰 怀 教 的 票 特 人 大 量 移居 中 国 , 社 教 

在 唐 朝 社 会 中 有 着 广泛 的 影响 。 虽 然 由 于 底 教 流行 时 间 很 

长 , 进 人 唐 朝 的 夫 教 徒 , 没 有 特别 严密 的 组 织 , 对 于 佛教 的 

威胁 显然 没有 道教 那么 明显 ,所 以 我 们 在 文献 中 看 到 的 

都 是 佛 道 论 衡 的 记录 。 但 是 ,在 桶 特 人 集中 的 地 区 ,如 高 

昌 .敦煌 , 凉 州 .长安 .洛阳 等 地 ,都 立 有 认 祠 ,为 衣 人 泰 礼 的 

中 心 本 5 而且 ,安神 由 曾经 利用 只 教 作为 他 起 兵 的 号 

召 上 ?4 可见 话 教 在 河北 地 区 的 势 力 之 强 。 因 此 ,佛教 虽然 

在 唐 朝 各 种 宗教 当中 势力 最 强 , 但 在 某 些 特定 的 区 域内 和 

特定 的 时 间 里 ,或 许 会 有 某 些 佛教 寺院 或 佛教 教 团 受到 本 

教 的 威胁 或 打击 ,引起 佛教 徒 造作 此 碑 ,用 释 迦 牢 尼 佛 的 威 

力 , 来 降 优 外道 本 教徒 。 即 使 在 两 种 宗教 在 长 安 则 时 并 行 

的 情况 下 ,也 可 能 会 有 佛教 僧人 把 释 迎 降 伏 外 道 的 图 像 , 改 

【1 荣 新 江 《 北 埋 随 唐 票 待人 的 迁徙 此 其 聚落 》 必 国学 研究 ?第 56 卷 ,北京 大 学 

则 版 社 ,1999 年 。 

[ 2 茉 新 江 《 安 振 山 的 种 族 与 宗教 信 佩 》, 第 三 届 良 代 学 术 研讨 会 论文 集 》， 台 

北 .1997 年 。 

车 革 册 站 痢 当时 普 民 合 寻 《入 话 闻 术 郊区 视 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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蓝 成 降伏 只 神 的 图 像 。 我 们 不 清楚 这 块 造 像 碑 是 否 出 自 长 

安西 市 附近 桶 特定 教 惩 和 酉 榈 较为 集中 的 地 区 ,不 过 它 的 

产生 不 会 是 无 源 之 水 。 正 像 办 川 的 禅宗 管 人 要 在 自己 的 籽 

史 人 历代 法 宝 记 ?中 ,把 他 们 的 手 师 所 降伏 的 外 道 捧 装 罗 门 

变 成 摩 尼 和 阳 稣 ,日 然 是 安史之乱 以 后 摩 尼 教 和 晤 数 盛 行 

的 历史 环境 造成 的 结果 一 样 1 长 安 的 佛教 僧 人 皂 指 日 月 

瑞 像 上 的 日 月 光 轮 ,改造 成 外 道 评 教 神 只 , 和 以 由 是 在 某 一 

时 策 里 放 教 在 长安 盛行 的 上 映 , 弄 这 样 的 情形 ,只 能 出 现在 

胡 人 安 禄 出 类 乱 之 前 的 长 安 。 由 此 ,也 可 以 把 造像 原 的 年 

代 效 在 安史之乱 以 前 的 年 代 当 中 。 

[ 1] 柴 新 江 杂 历代 波 宝 记 ) 中 的 末 虹 中 和 昧 师 问 》, 千 名 编 { 蕨 学 研究 从 判 一 一 

览 者 宁 富 #, 北 京 出 版 社 ,1999 富 。 



《历代 法 宏 记 ?中 的 
末 曼 屁 和 弥 师 订 
一 一 兼 谈 时 莹 文献 中 的 摩 尼 孝 

和 景 教 因素 的 来 历 

一 、 前 人 关于 星 蕃 摩 尼 教 和 景 教 的 论争 

吐蕃 赤松 德 迁 (Khri Srong jde btsan,755 一 397 年 在 位 ) 

时 期 的 西藏 . 正 是 国力 昌盛 ,领土 扩张 的 时 代 。 由 于 窑 史 之 

乱 , 唐 朝 军 队 撤 出 西域 与 河西 , 吐 荐 乘机 陆续 殴 占 河西 走廊 

和 塔里木 盆地 南 洛 地 区 ,并 向 帆 米 尔 高 原 扩 张 ,与 从 西 面 来 

的 阿拉 稍 势 力 抗争 于 中 亚 。 同 时 佛教 也 在 这 一 时 期 在 西藏 

得 到 弘 传 , 寺 塔 纷纷 建立 ,经 本 大量 译 出 ,万 至 达到 国教 的 

地 位 - 然而 . 吐 艺 并 非 一 个 封 同 的 王朝 ,在 赤松 德 先 时 期 ， 

上 螺 不 仅 接受 了 印度 的 货 教 ,中原 的 尽 法 ,而 和 还 与 源 出 波 

斯 的 摩 尼 教 和 景 教 有 过 接触 。 

过 去 人 们 比较 关注 新 尼 教 和 景 教 传人 中 国内 地 的 历 

程 ,而 较 少 留意 有 关 此 攻 与 摩 尼 教 和 景 教 的 联系 问题 。 由 

至 治 宕 站 间 潮 淋 寻 玫 《而 时 讲 本 说 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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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资料 很 少 ,学 者 们 经 过 近 一 个 世纪 的 玉 索 ,陆续 找到 了 -一 

些 片 断 的 文献 记载 和 和 零 杂 的 考古 资料 。1983 年 ,得 牙 利 学 

者 乌 雯 (G.Uray) 教 机 发 表 人 公元 八 至 十 志 纪 吐 蒋 与 景 教 和 

摩 尼 教 的 联系 》 一 文 , 系 统 鳌 画 了 这 些 般 见 的 资料 ,并 提出 

了 他 和 前 人 不 同 的 看 法 。 这 些 资料 包括 :《〈 屿 景 教 迎 勒 底 

《Chaldean) 救 会 首领 握 摩 太 一 世 (Timothy T,.780 一 823 年 在 

位 ) 的 两 封 氢 利 亚 文 信 札 (编号 XILI 夭 XLVI) ,其 中 第 XLYVI 

号 信和 札 赴 致 友人 塞 吉 所 斯 (Sergias) 的 , 提 到 他 “已 经 为 突 邦 

人 的 地 区 委任 了 一 位 大 主教 ,还 准备 为 叶 藉 好 区 也 指派 一 

位 ”, 时 禁 大 约 7947795 一 798 年 间 。(2) 寺 尔 寺 特 和 拉 达 克 

地 区 发 了 现 的 干 宁 架 岩 刘 和 其 旁 所 写 的 各 种 文字 ,其 中 吉尔 

占 特 发 现 的 两 个 十 字 氛 图 案 ,一 个 有 图 版 刊 布 , 认 其 旁 的 文 

字 尚 未 解读 5 一 则 还 恨 本 没有 发 表 。 拉 达 克 的 小 约克 

(Shayek) 河 谷 的 章 孜 (Drangtse) 地 方 发 更 过 一个 十 字 架 多 

案 ,其 旁 的 藏 文 题字 有 "于 猪 征 "字样 , 票 特 文 题记 的 年 代 可 

以 换算 在 公元 825 年 4 月 人 4 日 至 826 年 4 月 12 日 ,它们 的 

解读 昌 尚 不 够 确定 ,但 表明 从 票 符 地 区 经 由 米尔 高 原 往 西 

藏 由 部 的 道路 的 幅 通 。(3) 保 存在 藏 文大 藏 经 4《 丹 珠 尔 》 中 

的 赤松 德 半 赞 普 所 扎 《 真 正言 ( 正 语 ) 量 略 集 》(bKa ”yang 

dag pa i tshad ma ]as mdo btus pa) ,大 约 写 于 公元 775 一 797 

年 ,其 中 有 站 在 佛教 立场 上 的 反 摩 尼 教 拆 青 。(4) 敦 煌 藏 文 

写 桔 P.t.3514 占 沾 书 》 中 ,有 一 段 属于 景 教 思想 的 文字 。 

(5) 敦 焊 苇 文 写本 P.11182 习 字 旁 , 绘 有 一 个 萨 珊 式 的 十 

字 架 。!(6) 教 煌 藏 文 写本 P.1.1676 大 般若 经 》 的 上 方 叶 边 ， 

绘 有 希腊 式 十 字 架 。 据 与 瑞 的 看 法 ,这 三 件 敦 煌 写本 的 年 

代 范 围 当 在 781 或 78?7 年 叶 画 占领 敦 煌 到 十 一 世纪 和 初 教 类 

藏 经 泣 圭 闭 之 阁 ,而 后 两 者 从 所 写 文字 内 容 看 , 似 可 放 在 旺 



获 正 领 喜 夫 期 间 , 即 781 或 787 年 至 848 年 间 !1]， 从 乌 瑞 

论文 发 表 以 来 ,尚未 见 有 更 直接 的 关于 旺 蕃 摩 尼 教 和 景 教 

的 资料 被 发 现 ,但 相关 的 研究 成 果 确 有 助 于 我 们 进一步 认 

识 吐 蓄 的 靡 尼 教 和 景 教 癌 题 。 

在 上 述 资料 中 ,真正 言 量 略 集 》 中 提 到 了 摩 尼 教 的 教 

祖 名 Mar Ma ne, 现 将 有 基文 字 规 译 如 下 [2 

波斯 的 大 谎言 家 、 贪 禁 无 厌 的 泽 端 来 摩 尼 , 为 了 编 

造 一 种 偏离 所 有 宗教 体系 的 新 说 ,而 从 所 有 体系 中 所 

取 了 [ 某 些 东西 ]。 同 时 ,他 依据 自己 所 把 取 的 东西 ,来 

组 织 那 坚 [ 借 用 来 的 ] 已 经 完全 偏离 [本 ] 意 的 [因子 ]。 

他 所 分 绍 的 其 他 体系 所 持 观 点 已 [同时 被 加 以 ] 改 造 ， 

因此 没有 任何 权威 可 言 …… 

乌 瑞 列举 了 摩 尼 教 中 吉 波 斯 文 . 摩 尼 教 帕 提 正文 . 蔷 特 文字 

所 写 桶 特 语 .回避 文 字 所 写 突 顾 语 、 汉 请 中 的 “ 岸 尼 " 和 名 称 ， 

1 1 G.Uray,， ”Tibet"a Connensioans with Neatorianiam and Wanicheiarn in the 8th - tth 

Centuriece”， Contripations om be Langetge， 和 tory and akare ，Wien 

1983 ,pp.39 一 429 + pls.XYI - XVII. 杨 蔡 曾 将 此 文正 六部 分 译 成 演 文 ， 

题 t 失 一 一 十 世代 西藏 与 又 斯 托 里 攻 和 靡 到 教 的 联系 ?3, 裁 ! 固 外 过 学 动态 》 

第 2 期 .1987 年 ,89 一 98 页 。 台 ,Unay 也 特 把 此 文 的 正文 部 分 译 碟 德 垃 发 

夫 ，7n de Spumen dea Meastorianisna und qes Maniclulisrmus im altern Wibet rs 一 

雪 ，Jahrhunder )”, 裁 Sruiretienatau 冲 der 品 Figionenm 3ntralasiena ， 轩 ， 研 . 

Heiaaig tmdl H. - J，KHimkeit， 有 ieabaden 1]987， 站 .197 - 206。 王 范 先 后 对 基 
中 的 吐 攻占 上书 ? 纺 有 举证 ,网 所 著 《 辑 米 P.T. 好 1 吐 碍 文书 及 景 教 文献 

狐 玻 3? 必 第 - 届 敦 入 学 画 际 斌 讨 会 论文 集 ?, 台北 设 学 研 充 中 心 ,1991 年 ， 

539 343 下 ;收入 同 作 者 《 西 攻 文 吓 考 信 集 》, 北 京 中 国 藏 学 出 版 杜 , 1994 

年 ,208 一 21 黄 。 

[z] 壤 文 载 北 京 版 t 藏 文大 藤 经 丹 百 泉 》 着 -四 四 .No,5839,64- 一 103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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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 与 法 同 藏 学 家 右 泰 安 ( 有 R.A.Stein) 教 授 的 Mar Ma ne 源 

和 白 儿 文 “ 林 摩 尼 ?的 说 法 不 同 的 看 法 ,认为 从 详 音 看 不 应 来 

自 汉 文 , 面 应 来 肌 某 种 中 十 人 朗 语 或 古 突 厥 语 。 乌 瑞 还 对 

比 了 &k 真 正言 量 略 集 》 利 唐 玄 宗 开 元 二 二 年 (4732) 禁 正 摩 尼 

教主 卢 的 内 容 [1 认为 二 考 不 相符 合 。 他 在 结论 中 指出 八 

世纪 末 吐 莓 正 朝 控 制 了 许多 商 路 .因此 可 能 与 商 路 上 的 栗 

特 麻 尼 教 或 景 教 徒 发 生 接 触 !21 森 安 举 夫 先生 基本 同意 

乌 瑞 的 看 法 ,并 棍 到 罗布 泊 地 区 拙 有 摩 尼 教 较 高 神职 人 员 

的 粟 特 俊 落 也 可 能 是 吐 茧 摩 尼 教 的 来 源 1314 乌 瑞 又 用 同 

样 的 审 音 方法 考查 了 藤 煌 藏 文 《占卜 书 》 中 子 稣 的 名 字 Ishi 

Myi shi ha. 在 对 比 了 各 种 语 许 中 的 耶稣 名 称 后 ,他 表示 同意 

石 泰 安 的 看 法 ,认为 此 名 与 传 敦煌 出 土 景 教 经 典 《 序 听 迷 诗 

所 经 #$ 所 记 的 “ 移 鼠 迷 师 启 "的 译音 最 为 符合 上 42 

乌 瑞 在 讨论 藏 汉 译音 问题 时 ,所 据 为 印 牙 利 学 者 了 中国 

(了 B- Csengor) 六 十 年 代 的 研究 成 果 .54 从 那 时 到 现在 ,有 关 

[【 上] 和 社 估 E 通 引 }# 卷 四 十 4 职 家 典 }》 二 上 二 注 载 开元 二 十 -年 七 月 珊 : 未 摩 尼 法 ， 

村 是 政 印 , 妄 称 尼 教 .证 感 歼 元 . 宵 严 加 楷 断 .中 化 书局 栋 点 本 1103 页 

“二 " 作 " 未 ", 拓 校 。 和 见 陈 彝 《 麻 尼 教 人 中 国 号 $ 必 陈 垣 学 术 论文 集 》, 中华 

书局 ,1980 年 ,334 一 335 三 。 

【 2] Unmay，Tbets Connectiona with Nesiarianism and Manicheiam in the Sth - 10th Cen- 
Turnies ，pp. 4 咯 ~ 410. 石 泰安 的 说 尘 旭 8. 和 .Sein， ”LUne meption 

rdmicheismme dans ls hoiy 由 bouddhianre commpe cei 后 am 本 ”etat par je mi tibetain 

Khri 一 bom lge 一 bean ”，Tidieunme 可 oaddhisme: 肝 dianger oferts 避 Mgr 

Eterne Zamotte ,Lonvain ~ 阳 - Meuve 1980,pp.39-334。 

13]】 森 变 华 此 《中 央 闻 汉子 虫 丰 中 国 玫 心 wy 下 ,长 野 泰 彦 与 立川 武 瑟 编 # 子 心 

?上 轨 言 租 鼎 充 化 3: 东京 和 树 社 ,1987 年 ,6 .61 页 ; 钟 稀 珠 与 俱 谨 没 译 

文 , 载 t 西 带 研 究 和 987 年 第 4 期 ,117 正 ， 

【4】 Suein 上 引文 ,p.337; Uray 上 引文 ,pp.4 雪 一 416. 

1 3) 8.Ceongor,“Soma Chinese Terta in Tibetan Seript fom Tun - huang "，desa 
Creneeriin Fangaricae ,0，1950.pp.97 - [4 和 . 



吐 莓 时 期 汉 茂 对 音 问 题 的 研究 有 了 长 足 的 进步 ,而 且 日 渐 

精密 。 从 方法 上 来 说 , 陈 国 的 对 音 性 料 来 自 敦煌 藏 文 音译 

汉文 文献 ,这 对 于 敦煌 藏 文 写本 如 人 占 下 书 》 的 对 音 是 适用 

的 ,位 对 于 产生 于 目 藏 本 土 的 《 直 止 言 量 略 集 》, 则 似乎 不 这 

么 简单 。 同 时 , 详 和 名 的 对 音 不 能 成 为 论证 的 唯一 根据 ,还 应 

考虑 其 他 的 因素 。 这 里 从 另 一 方面 来 考察 这 一 问题 , 乌 瑞 

所 举 出 的 中 古 傣 六 语 “ 摩 尼 "名 称 形式 ,多 来 自 吐 蕴 番 残 着 ， 

年 代 一 般 在 840 年 以 后 的 西 州 回 偶 时 期 。 此 前 唯一 的 资料 

是 回 艇 文 4 九 姓 回 艇 可 计 碑 》, 系 808 一 821 年 在 位 之 保 义 可 

省 所 建 , 但 相对 于 《真正 言 量 略 集 》 来 说 也 较 晚 。 沈 上 且 ,《 直 

正言 量 略 集 #* 中 的 Mar Ma ne 一 名 和 吐蕃 《占卜 书 》 中 的 Tshi 

Myi shi ha 一 名 ,时 然 都 是 译音 词 ,但 也 可 能 是 早 于 该 文献 

写成 年 代 就 已 进入 此 藉 地 区 而 被 传 抄 下 来 。 换 名 话说 , 即 

使 《真正 言 量 略 集 #》 中 的 Mar Ma ne 来 自 中 吉 仇 朗 语 ,也 不 能 
就 此 认为 该 书 内 容 也 来 自 伊 朗 文 化 区 。 所 之 ,即使 《4 百 小 

书 》 的 工 shi Myi shi ha 来 自 汉 文 ,也 不 能 说 其 内 容 不 是 直接 
来 自 西 方 的 景 教 教区 , 提 摩 太一 世 的 书信 和 拉 达 克 与 吉尔 
吉 特 地 区 的 十 字 架 ,都 可 以 增强 这 种 可 能 性 。 

事实 上 , 乌 瑞 虽然 没有 明确 说 吐 获 摩 尼 教 来 自 伊 朗 文 
化 区 ,但 他 举 出 的 拉 达 克 汪 字 架 等 考古 发 现 , 似 可 为 这 种 
联系 提供 估 证 。 但 是 ,近年 来 这 方面 的 钱 究 也 有 长 足 的 进 

步 。 最 近 , 辛 姆 斯 一 威廉 姆 斯 (N.Sims - Wiliams) 重新 释 读 
和 检讨 了 乌 瑞 所 说 的 拉 达 克 十 字 哥 旁 的 两 条 栗 特 文 题记 ， 
指出 写 在 寺 字 架 旁 的 桶 特 文 应 读 作 色 - “w, 是 一 个 人 名， 

而 不 是 乌 瑞 所 据 续 勒 (F. 丈 .KEK. Miiller) 释 读 的 mw( 耶 稣 )。 

至 于 较 长 的 票 特 文 题记 , 辛 姆 斯 一 威廉 姆 斯 新 释 读 出 佛教 
梵文 化 的 人 名 Caita 和 另 一 人 名 前 译 自 标 文 sramana 的 

要塞 凋 吉 闻 乔 潮 款 二 《而 肌 附 本 党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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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mny( 沙门 ) ,确定 其 为 佛教 徒 所 书 ,和 十 字 架 没有 什么 直接 

的 联系 。 他 还 据 吐 鲁 番 .敦煌 发 现 的 荧 特 语文 书 纪年 , 愉 为 

题记 的 年 代 在 841/842 年 ,而 不 是 桶 特 本 地 所 用 穆斯林 纪 

生 换 算 的 825826 年 ,并 推测 使 者 很 可 能 是 回 体 可 并 派出 
的 (11 

当然 ,新 释 并 不 能 将 定 粟 特地 区 与 西藏 本 土 的 联系 .从 

拉 达 克 ,吉尔 吉 特 的 一 和 奈 列 考 古 发 现 表 明 , 这 条 商道 在 中 十 

时 期 曾 被 广 泛 地 使 用 (5 但 从 现在 所 存 的 次 尔 吉 特 栗 特 

文 . 中 在 波斯 文 等 中 古 伊 朗 语 题记 来 看 ,大 多 是 属于 五 至 六 

世纪 的 产物 ,其 宗教 内 容 基 本 上 十 属于 票 特 的 正统 宗 

教 一 一 琐 罗 亚 斯 德 教 的 东西 134 拉 达 克 的 票 特 文 题记 , 则 

要 模 得 案 ,如 上 述 8417842 年 的 题记 (41 因此 ,虽然 有 一 些 

十 字 扣 刻 划 图 案 在 这 -- 带 商 路 旁 的 岩石 上 保留 下 来 ,但 还 

没有 确切 的 论据 下 以 说 明 它们 是 吐 艺 最 教 的 根源 ,也 找 不 

到 在 伊朗 文化 区 内 天 多 数 时 期 是 属于 敢 说 的 摩 尼 教 与 西藏 

地 区 的 联系 。 至 于 乌 匠 和 森 安 孝 夫 两 位 都 暗示 的 塔里木 盆 

地 票 特 聚落 的 可 能 性 , 当然 不 能 排除 ,但 森 安 所 暗 指 的 罗布 

[1] N， Sinma 一 Wiiamag,*lhe Sogdian lpsoriptiona of Ladakh ，drusquities or Wartkern 

Pirtan，Reporis amd Simdies 了 ，Mainz 1993,pp. 151 - 158 .参看 及 . Yoha “Sogr- 

dian Inacriptiona 上 om Tangtae in Ladakh"”，Tibetam Spadies 。 有 yoceediings of 二 si 

Semairar of 请 Tterneiiorari arociariom or Ti5etan Sipudies Fagernes 7993，wnl.2， 

ed，by .KKvasme。 Dalo 1994 ,PP.921 一 922. 

[2 驮 看 于 小 甫 亢 吐 攻 太 食 栈 治 关系 中 .北京 太 学 出 版 社 ,1992 年 ,119 一 [283 

呐 ; 同 作者 & 七 具 世 纪 之 交 吐 忒 人 西城 之 路 # 必 庆祝 对 广 馈 教 授 志 上 华诞 论 

文集 ? ,河北 教育 出 版 社 ,1997 年 ,?4 一 上 页 。 

[3 NS - 可 iiama “The Setian Tnacriptions 吉 the 和 pper jndue: a Jeliminary 只 - 

Pert" 。、dnziguities of Northern Palisran。Reparts mmd Sneaies，I: Rock Inecriptiona 

问 中 心 jingus Waiey .ed， 想 .Jethmar，Maing 1989，PD .131 - 137 - 

[【 4 ] N.Simna -Williarna, “The Sogrdian Inacriptiona of Ladakh”,pp.151 158 . 



泊 的 摩 尼 教 法 师 拂 多 诞 , 则 已 被 证 明 是 一 个 误解 (1 因 

此 ,其 假设 也 不 足 取 。 

二 《历代 法 宝 记 》 和 吐 蓝 的 摩 尼 教 

与 景 教 记载 

杰 松 德 半 时 期 是 吐 茧 王国 版 图 最 大 的 时 期 ,在 东 面 攻 

占 了 唐 朝 的 大 片 土地 ,河西 . 陇 右 尽 在 其 中 ,而 二 一 度 进 人 

唐 朝 首 都 长 实 。 在 西北 面 ,占领 了 友 属 唐 朝 的 西域 南 道 ,于 

善 .于 疗 , 勃 律 ( 吉 尔 吉 特 ) 等 地 都 归 人 吐蕃 势力 范围 。 吐 划 

东区 唐 朝 , 北 抗 回 圾 , 西 争 大 食 { 阿 拉 伯 ) ,势力 最 强 。 同 时 ， 

这 位 凌 普 在 位 年 间 ,也 是 吐 郑 在 文化 上 积极 吸收 外 来 文明 

的 时 期 。 从 总 体 上 审视 吐 攻 四 周 各 御 文 化 对 其 所 产生 的 影 

响 , 唐 朝 在 制度 文化 诸 方 面 的 贡献 无 疑 是 最 为 丰 席 的。 这 

在 唐 朝 史 籍 上 有 系统 的 记载 ,部 煌 新 发 现 的 藏 . 汉 文 写本 ， 

又 极 大 地 补充 印证 了 这 方面 的 内 容 。 笔 者 通过 对 唐 旺 蕃 文 

化 交流 史 的 探讨 分 析 , 试 从 历史 学 的 角度 ,而 不 是 对 音 的 角 

订 ,为 《真正 言 量 略 集 》 和 敦煌 《& 占 卜 书 》 中 的 Mar Ma ne 和 1 

ahi Myi shi ha 的 来 历 提出 .一 个 新 的 说 法 , 即 它们 是 栈 着 吐 

蕃 时 唐 使 夸 从 益 州 带 回去 的 《历代 法 宗 记 # 系 统 的 禅宗 说 教 

而 传人 吐 蕃 的 。 

学 者 们 就 藏 文典 籍 和 部 和 类 藏 、. 汉 语文 书 对 唐 朝 禅宗 传 

【1 ] 对 必 寺田 书 5 多 下 语 课 录 》350) ,人 才 1 工 站 ? 篆 31 卷 第 2 号 ,1989 年 ， 

I32 一 173 贞 ; 菏 新 证 《西域 枝 特 移民 聚落 考 ?$, 马 大 正 等 编 t 西 球 考 察 与 研 

充 ? ,新 于 人 民 出 点 社 ,1994 年 ,it62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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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 上 时 蕃 问 题 , 已 经 做 了 大 匿 细致 的 工作 ,取得 了 相当 堵 的 成 

果 。 大 体 说 来 , 据 藏 汉文 史料 记载 ,在 赤松 德 挝 还 是 太子 

时 ,有 即 大 约 765 年 唐 蕃 会 盟 之 后 , 老 鞍 普 曾 派 吐 忒 使 者 一 行 

往 汉 地 求 取 佛法 , 当 他 们 回 途 经 过 益 州 时 .站 经 学 习 过 成 都 

沦 父 寺 的 禅 僧 无 柑 ( 又 称 金 和 疝 ,648 一 762) . 保 唐 寺 无 住 

(7I4 一 774) 所 传 祥 法 ,这 就 是 敦煌 峰 文 写本 P.1.116、P.. 

I21、P.4.813 中 所 抄 遂 的 这 两 位 禅师 语 永 的 来 历 。 这 些 禅 

语录 是 在 786 年 叶 蕃 占领 敦煌 后 . 摩 襄 衍 人 藏 之 前 就 传人 

时 着 的 禅 法 ,因为 没有 摩 河 簿 与 莲 华 戒 的 顿 渐 之 争 那 样 引 

人 注目 而 长 期 为 人 们 所 忽 栈 1 事实 上 ,这 不 仅 是 汉 茂 文 

化 交流 的 记录 ,也 为 讨论 其 他 问题 提供 了 背景 知识 。 

记载 无 相 ,无 住 禅 法 的 汉文 原著 ,是 净 众 保 唐 派 撞 僧 所 

扎 灯 中 著作 《历代 法 宝 记 》。 此 书 大 约 编 成 于 大 历 妃 年 

《774) 六 月 三 日 保 唐 寺 僧 无 住 罕 没 以 后 不 入 。 最 上 晚 伺 不 迟 

于 大 历 十 四 年 (779) 。 在 南 宗 盛行 后 ,上 比 书 和 其 他 唐 间 禅宗 

各 派 的 灯 虫 著作 一 样 , 早 已 淹 兢 无 闻 .所 幸 敦 类 文书 中 还 存 

[1] 山口 豆 风 《于 心上人 恒 数 二 新 轴 办 金 科 疝 ? 风 新 罗 人 局 教 研究 》. 东 点 ,1973 

年 ,3 一 3 特 页 ; 同 作者 & 吐 藉 王 国 佛教 史 年 伐 装 y$,# 成 图 山 贸 教研 究 所 纪要 

第 3 昼 ,1978 年 ,2 6 页 ;上 出 大 峻 数 直 出土 郑 必 > 上 文祥 资料 四 本 

窗 一 一 了 . 训 b.116 上 革 史 问题 点 3》 发 虱 教训 化 研 完 所 纪要 ?第 13 集 ,1974 年 ， 

10 一 11 页 ;小 盘 宕 多 和 六 必 y 下 全 禅宗 关 * 历代 法 宝 记 入 克 祥 文化 研究 所 绝 

更 # 第 5 导 ,194 年 ,139 一 176 页 ,周作 者 &Pelioa tib. No.116 文献 记忆 元 吾 

庆 漳 师 吧 研究 ?. 禅 文 化 研究 所 纪要 ?第 8 对 ,1996 年 .1537 一 1539 上 页 ; 岗 作 者 

钰 历代 法 宝 沁 ?二 古代 条 必 下 罗 佛 教 》 改 禅 国语 录 }T0 初 期 史 禅 史 $I. 永 

京 算 悦 书 房 ,1976 年 ,325 一 337 页 ,木村 陛 德 《 敦 才子 > 下 语 神 文献 目录 

灾 稿 # 尽 东 训 大 学 立 学 部 文 作 变 疙 研究 施 语 研究 纪要 ?第 4 号 ,1980 午 ， 

100.02Jo7 .1 页: 张 广 达 《 唐 代 襟 宗 的 接 人 吐 鞍 叶 有 关 的 邯 煌 广 书 》， 

才学 林 温 录 》 三 集 ,中 华 书 局 ,1981 年 ,36 一 58 页 :收入 《西域 史 地 和 研究 热 杭 

初 编 #, 上 海山 籍 出 版 社 ,1995 年 , 1989 一 2416 页 。 



有 此 书 抄本 老 件 ,迄今 为 止 ,已 知 有 十 一 件 之 多 52 可 匈 流 

传 广远 。 

在 禅宗 各 族 的 著作 中 ,历代 法 宝 记 》 所 述 禅 中 的 特点 

之 一 , 昆 它 独 创 的 二 十 九 祖 说 的 西天 祖 统 新 说 ,这 是 在 北 犁 

译 《 付 法 藏 内 缘 传 ?8(472 年 ) 的 二 十 四 祖 的 基础 上 ,大 胆 地 

窜改 了 师 子 比丘 以 降 的 记载 , 王 接 东 署 译 6 达 摩 多 罗 禅 经》 

《411 什 ) 的 八 祖 , 即 舍 那 袭 斯 一 一 优 闭 揭 一 一 须 匹 蜜 

多 一 一 伴 伽 罗 又 一 一 昔 担 达 摩 多 罗 ,去 掉 前 面 重复 的 迎 叶 

阿 难 一 一 未 田地 三 祖 , 造 成 新 的 二 十 九 祖 的 祖 统 

说 42 就 在 《历代 法 宝 记 》 编 造 的 有 关 师 子 比 丘 复 兴 佛 法 

的 一 般 里 ,有 此 前 有 关 祖 病 说 所 未 见 的 两 个 人 物 登 场 。 现 

将 有 关 文 字 引 出 (图 嫩 ) ,再 加 讨论 13 

师 子 比丘 十 器 舍 那 著 斯 已 , 故 从 中 天 笃 国 人 { 来 ) 

向 局 宾 。 国 王 名 丈 多 罗 气 ,其 王 不 信 佛 法 , 般 塔 寺 , 租 

害 众 生 , 牵 事 外 道 末 时 尼 及 环 师 订 等 。 时 师 子 比丘 攻 

:上 ] 《大 正 新 下 姑 荐 经 ?第 51 卷 11928 年 ) 乔 出 以 .2125 为 席 本 的 全 立 。 共 后 

最 重要 的 贡献 是 李 田 圣 山 《 杨 期 仿 禅 中 ?DT, 即 & 语 代 续 宝 记 # 的 校 录 和 序 

注 。 投 稿 4 就 煌 本 禅宗 灯 史 残 郑 拾遗 9 在 前 人 勾 稿 的 基础 上 ,又 补充 了 新 刊 

布 的 八 赂 教 煌 写本 一 件 和 英 茂 写本 残 题 一 荣 , 交 载 4 周 绍 良 先生 后 并 九 秩 

庆 老 文集 ?中 华 书 局 ,1997 年 3 月 )335 42 页 。 其 后 .天津 艺术 博物 馆 

蕊 部 粕 文献 ?种 一 册 ! 上海 古 籍 出 版 持 ,1996 年 ) 所 收 彩 版 中 ,又 刊 布 了 一 件 

染 御 书 & 历 代 法 宝 记 3 写本 ( 神 艺 103 导 ) ,所存 文字 , 始 于 苷 提 达 摩 塘 罗 章 

“ 碍 于 桨 州 甬 耳 山 " ,党 惠 可 章 " 可 大 师 伴 狂 ”。 

【2 】 关口 真 大 《过 摩 四 研究 》, 永 京 岩 波 书店 ,1967 年 ,72 页 ; 堵 田 圣 由 《初期 祥 

宗 足 书 中 研究》, 京 者 法 若 销 ,1967 年 .140 一 141、.306 页 ;田中 良 晤 《 教 煌 境 

宗 文 献 咏 研究 3$, 环 京 大 东 出 版 社 .1983 年 ,61 一 7 页。 

[3 ] 《大 正 藏 益 51 着 ,180 页 中 栏 ; 柳 田 圣 山本 捧 办 祥 吕 ?3.39 下: 荣 新 江 《 辑 

炸 本 禅宗 灯 史 关头 抬 过 9238 239 页 。 

351 届 

要 闸 洗 间 癌 着 洲 下 如 《本 所 详 本 避 》 



e
t
 

Ce 

池 

后
 

三
 
人形 町 订 和 二 二 浊 |

 
人
 A
S
 
E
S
 

六
 
二
 本
 
区
 
风
 

计
 

让
 
机
 
和 抽 过 T 卫

 本 NS 人 9 
站 

R
E
 

写本 《历代 法 宝 记 ?{ 部 分 】 图 绍 教 煌 

1 他 , 吕 云 :若是 圣人 ， 

形 

死 如 凡人 ,流血 酒 地 。 

来 化 此 国王 ,其 于 无 道 , 髓 手持 科 

诸 师 等 总 须 诚 。 时 师 子 比丘 示 形 , 身 流 白 乳 。 末 曼 

形 ， 

他 

其 王 发 心 好 

嘱 舍 那 闭 斯 已 ， 
尼 、 弥 炳 启 等 被 

病 子 比 所 上 先 付 佛 , 即 命 师 子 比丘 弟子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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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 南天 笃 国 , 广 行 教化 , 度 脱 众生 。 王 即 追 寻 外 道 末 晨 

单子 及 丈 师 河 弟子 等 ,得 已 ,于 朝 党 立 架 基 首 ,举国 人 

射 之 。 局 宾 园 王 告 令 诸 国 , 关 有 此 法 , 驱 令 出 国 。 办 师 

子 比 丘 , 佛 法 再 兴 。 

化 有 兴味 的 是 , 保 庚 派 祥和 僧 把 他 们 的 西天 祖师 打败 的 两 名 外 

遵 叫 作 " 来 曼 尼 "和 “* 弥 师 启 ", 即 音 尼 数 妆 祖 和 景 孝 的 耶稣 基 

督 !15 这 样 的 两 个 外 道 , 既 不 抑 于 前 此 的 有 关 祖 统 说 的 著 

作 , 也 不 见于 801 年 扎 成 的 4 宝林 传 》 以 下 正统 的 祖师 传说 

中 ,如 k《 圣 骨 集 ?》(899) 《泉州 于 佛 新 著 诸 祖师 颁 》《 祖 堂 集 》 

《952)《 宗 镜 录 》(961)《 景 德 传 灯 录 》(1004)《 传 法 正宗 记 》 
《1061) 等 节 中 上 24 可 以 说 ,这 商 个 富有 特色 的 外 道 , 正 是 由 

《历代 法 宝 记 》 的 编者 随 阿 师 子 比丘 复兴 佛法 的 新 说 而 创造 

出 来 的 。 就 笔者 管见 所 及 ,与 4 历代 法 宝 记 》 这 一 段 相同 的 祖 
统 说 ,还 抑 于 敦煌 写本 了 .2776 .P.2680.P.3727 三 件 属 于 同一 

系统 的 文献 。 现 录 P.2776 的 有 关 文 字 于 下 [031 

[ ] 】 乌 瑞 教授 在 上 引文 中 列 机 各 种 语言 的 春 居 和 耶稣 名 字 时 ,已 经 据 f 大 正 藏 ? 
可 《历代 法 宝 记 # 检 出 这 两 个 省 称 ,得 末 加 审 论 。 另 外 .最 悍 发 现 { 历 代 法 宝 

记 # 的 矢 欧 庆 远 , 实 际 已 经 注 春 到 这 其 中 的 麻 尼 , 见 其 遗 著 { 一 二 教 上 东洋 四 

诸 宗 救 捧 记 庶 倍 起 出 版 村 ,1988 年 )2 .%5 页 ,但 也 设 有 这 论 。 

【 2 ] 《宝林 传 ?着 五 ,中 华 大 藏 经 ?第 73 着 ,中 华 书局 ,1996 年 ,649 页 六福 堂 集 》 头 
工 , 北 京 ,全 国 图 书馆 文献 镶 柚 复制 中 心 ,1993 年 ,各 一 31 页 ;后 德 传 籽 录 》 

着 二 .大 正 哉 } 第 51 着 ,214 一 215 页 ,其 所 记 琴 外道 名 电 目 要 和 都 东 开 if 传 
法 正宗 训 4# 郑 四 发 大 正 藏 ?第 51 卷 ,734 一 73 页 ,两 外 赣 活 竹 目 过 和 都 蒂 和 村。 
其 他 如 k 圣 家 集 ? 改 振 州 千 货 新 著 租 师 早 》, 吉 因 文字 残 失 ,或 因 上 内容 过 于 简 

略 , 没 有 相关 记录 。 

砚 现 中 良 晤 《敦煌 襟 案 文 献 太 研究 ?78 一 区 页 未 文 , 而 处 用 其 书 图 版 一 所 刊 

照片 略 作 订正 。 其 * 弥 师 疝 "一 词 , 先 写作 " 弥 师 纱 启 ", 大 概 拟 涂 掉 * 沙 " 字 ， 

但 却 把 " 师 " 字 诊 去 :后 藉 写 成 * 称 钞 师 珂 ", 则 未 玉 涂 掉 * 圳 " 字 。 

【3 一 '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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夯 姥 对 导 

合 那 汗 斯 受 此 法 已 , 深 生 顶礼 , 却 归 和 国 。 共 局 宪 
国王 , 名 弥 多 罗 气 ,不 信 佛 法 , 筑 塔 怀 ( 坏 )} 寺 , 然 嘎 雄 代 ， 
泰 事 外 道 来 曼 尼 乃 ( 及 ) 弥 沙 订 等 。 其 炳 子 比 丘 故 来 化 
此 国王 ,其 王 无 道 , 护 手持 人 , 立 于 师 子 比丘 之 前 , 吕 去 : 

若是 圣人 , 诸 师 等 总 须 诚 形 。 师 子 比 丘 称 言 : 但 化 贫 代 
一 人 , 验 取 凡 圣 。 何 要 诸 师 诚 形 ? 其 王 别 无 收 剑 之 计 ， 
叶 彼 师 子 比丘 , 节 节 总 流 白 乳 。 更 煞 外 遵 末 曼 尼 及 丈 沙 
师 订 等 ,流血 遍地 。 其 王 心 生 悲 悔 , 再 对 锦 教 , 即 于 中 天 
等 国 , 命 此 师 子 比丘 弟子 舍 那 靶 斯 ,于 南天 符 国 , 广 行 便 
教 。 其 外 道 案 主 数 十 余人 ,于 朝 堂 立 架 悬 普 , 遗 举国 人 
射 之 。 其 王 出 救 告 令 天 下 ,有 人 行 此 外 道教 法 , 绯 同 此 
例 。 因 兹 师 子 比 近 教 法 ,会 那 滥 斯 再 以 兴建 ,广度 众生 。 

这 段 文字 与 4 历代 法 宝 记 》 的 相关 部 分 基本 栓 同 ,但 更 为 通 
顺 , 且 有 少许 增补 ,都 是 后 起 文本 的 特征 。P.2776 另 一 面 

为 4 人 破 历 3 了 .2680 另 一 面 有 《两 中 年 (936) 车 容 使 姓 请 当 

寺 开 讲 和 经历?》 及 社 司 转 帖 等 ; P.3727 另 一 面 有 《k 广 顺 五 年 

《955) 妇 义军 都 知 兵 马 使 吕 富 延 等 朵 》, 同 着 所 写 此 文献 和 

其 他 僧 传 、 因 缘 记 之 类 文字 ,年 代 较 晚 。 据 田中 良 昭 先生 的 

勾 稿 ， 局 类 文献 共有 十 五 件 ,其 内 容 主 要 是 《 付 法 燕 因 缘 

传 / 的 杭 抄 。 通 观 各 残 卷 肉 容 ,其 祖 统 说 与 4 历代 法 宝 记 》 基 

本 相同 ,但 把 4 法 宝 记 的 第 二 十 六 往 优 波 据 和 第 二 十 七 祖 

须 效 密 多 合 为 优 波 掘 须 装 密 , 而 成 为 一 种 独特 的 二 十 八 祖 

说 ,田中 先生 认为 是 《历代 法 宝 记 》 和 《宝林 传 》 间 的 一 种 过 

渡 形 态 (11 从 写本 种 种 年 代 迹 象 来 看 ,可 以 说 P.2776 等 

【1 田中 息 照 { 表 迷 禅宗 文献 六 研究 ,8 一 如 页 。 



癌 组 文献 是 从 4 历 代 法 宝 记 》 演 化 而 米 的 。 

除了 师 子 比丘 复兴 佛法 之 外 必 历 代 法 室 记 》 的 又 一 特 

色 ,是 把 4 达 摩 移 罗 祥 经 》 的 达 摩 多 罗 政 成 普 提 达 摩 多 罗 , 列 

为 西天 一 十 妃 祖 ,同时 区 作为 东 土 第 : - 祖 , 即 如上 * 昔 提 ”二 

字 , 使 之 和 旧 传 东 土 初 祖 昔 提 达 摩 听 人 台 。 《法 鹤 记 》 记 西天 

祖师 传 水 最 后 称 : 僧 迦 册 叉 付 嘱 普 提 达 靡 多 罗 。 西 国 廿 九 

代 , 除 达 摩 多 轴 , 即 廿 八代 也 。 (0 在 藏 文 文献 4《 登 迦 目 录 》 

(Blon po hka"i than yig) 和 敦煌 藏 文 写本 P.t.116.P.i.121、 

P.t.699.P.t.813 中 ,有 关于 摩 襄 迦 叶 和 车 担 达 摩 多 罗 的 传 

记 , 据 学 者 们 的 研究 ,和 和 前述 藏 文 写 本 中 的 无 相 、 无 住 祥 师 

语录 一 样 ,都 是 抄 译 自 《 访 代 法 宝 记 》 的 相关 部 分 (2?) 到 目 

前 为 止 ,在 藏 文祥 献 中 尚未 发 现 k《 历 代 法 宝 记 》 的 译本 ,但 其 

所 传 有 关 二 十 九 祖 的 说 法 已 为 疙 人 所 知 。 我 们 知道 ,《 瑟 代 

法 室 记 ;是 一 部 编纂 的 著作 ,其 所 记 祖 师 传 说 和 禅师 们 的 说 

法 ,在 成 书 以 前 肯定 就 已 经 口头 相传 ,或 许 形成 了 -一些 单 篇 

的 文字 。 佣 然 k 历 代 法 宝 记 》 的 书 设 有 译 成 藏 文 , 而 它 所 记 

的 禅 史 和 学 说 却 已 经 进 人 西藏 。 由 此 我 们 有 理由 推测 ,上 

述 传记 .禅师 语录 不 一 定 是 抄 译 自 《 历 代 法 宝 记 $》, 而 可 能 是 

在 《历代 法 宝 记 3 成 书 以 前 就 通过 口述 或 其 他 文本 形式 传人 

1 柳 田 对 山 k 审 车 四 禅 史 ?1.59 页 ; 党 新 江 《 敦 炮 本 禅宗 灯 囊 残 卷 失 中 3239 

丙 - 

【2 小 钻 宕 友子 必 w 上 办 恒 宗 二 《后 代 法 家 记 )》,， 139 一 176 页 ; 同 作者 & 子 一 

让 忧 下 名人 冯 诈 避 罗志祥 师 省 3 印度 学 俩 教学 研究 ?第 中 着 第 二 寻 ,1975 

年 ,2229 一 232 页 ; 阿 作者 公历 代 法 宗 记 ?二 古代 订 必 上 四 佛教 》 初期 四 

祥 史 $I,325 一 337 页 :水 村 隆 德 上 圾 煌 子 必 > 熙 语 祥 立 献 月 录 初 稿 $.100、 

106 08 .41 焉 ;有 Dermitville, “ar Darnodncio "( Darnarara -ta ， Peirrees 

Friocjromes e Phsnhuang{ 概 焊 卢 面 ) ,TI,Paris 1978,pp-43 - 4 和 9; 歌 升 汉 译 文 

《 达 靡 多 遇 垃 ?$, 载 王 部 编 5 国外 藏 学 研究 译文 集 }? 第 了 集 , 西 苇 人 民 出 版 社 ， 

]990 年 ,121 一 139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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灯 西 卫 下 后 

西医 。 有 关 师 子 比丘 复兴 佛法 的 故事 ,也 可 能 是 以 同样 的 

方式 为 吐 世 人 所 知 ， 未 曼 尼 "和 “多 师 疝 " 的 和 名字, 很 可 能 是 

随 闭 《 押 代 法 宝 记 ?》 系 的 禅 史 在 《历代 法 宝 记 ?成 书 以 前 就 传 

人 吐 划 了 。 

前 面 提 到 过 ,765 年 广 荐 会 盟 之 后 ,出 使 唐 朝 的 吐蕃 使 

者 一 行 回 途经 过 益 州 时 , 曾 接 受 成 都 净 众 寺 无 相 (648 一 

762) . 保 唐 夺 无 住 4714 一 774) 所 传 的 禅 法 。 从 年 代 上 来 看 ， 

《 历 找 法 宝 记 # 一 系 的 禅宗 传说 是 大 约 765 年 传人 吐 董 的 ， 

而 吐 蒋 文献 中 首次 出 见 " 末 曼 尼 "一 名, 正 是 不 久 后 ( 约 

775 一 797 年 间 ) 的 赤松 德 赞 赞 普 拥护 佛教 的 文书 中 。 从 内 

容 上 来 讲 ,未 曼 尼 和 弥 师 语 在 成 都 禅 异 的 说 教 中 是 作为 外 

道 而 出 现 的 ,而 在 《真正 言 量 略 集 》 中 , 末 虹 尼 也 是 被 当 作 批 

判 对 象 的 ,由 此 似 可 看 出 两 者 闻 的 某 种 联系 。 但 《真正 言 量 

略 集 》 中 没有 出 现 弥 师 启 ,这 可 以 作 两 种 解释 ,一 是 简 

单 地 只 举 示 曼 尼 为 例 ,一 是 旺 蕃 对 基教 的 态 谨 要 比 摩 尼 教 

好 ,因为 目前 所 知 两 教 资料 中 几乎 都 是 景 教 的 资料 ,而且 

是 正面 表现 的 资料 ,与 叭 一 作为 批判 对 象 的 摩 尼 教 完全 不 

同 。 

总 之 ,后 来 被 编 人 《历代 法 宝 记 # 的 保 唐 宗 的 祖师 说 .很 

可 能 是 吐 画 王朝 最 初 了 解 摩 尼 教 和 景 教 的 桥梁 ,但 却 是 把 

两 教 作为 那 门 王道 而 介绍 过 去 的 ,这 一 点 在 赤松 德 糙 灶 普 

所 善 书 中 充分 地 表现 出 来 。 汉 地 祥和 僧 不 仅 以 汉 地 特有 的 祥 

法 影响 了 吐 著 人 的 思想 ,而 且 还 把 自己 对 汉 地 流行 的 摩 尼 

教 和 景 教 的 篇 见 传播 给 吐 苗 人 。 马 瑞 教 授 认 为 ,在 八 世 纪 

后 半 , 吐 获 社 会 已 经 发 展 到 一 个 新 阶段 ,因此 有 必要 选取 一 

种 国家 宗教 , 煞 后 来 的 佛教 ,但 在 这 中 间 , 景 教 和 摩 尼 教 也 

敬 利 图 取得 相应 的 位 置 。 如 果 我 们 接受 摩 尼 教 和 景 教 是 通 



过 四 川 禅 僧 而 为 吐蕃 人 所 知 . 则 本 以 认为 , 吐 基 人 从 一 开始 

就 是 佛教 信徒 ,而且 把 摩 尼 教 和 景 教 作为 其 国家 宗教 的 对 

Y 面 , 持 有 批判 夸 度 。 拉 达 克 , 吉 和 尔 吉 特 .敦煌 汉 地 发 更 的 

士 字 架 图 案 ,只 能 论证 景 教 与 叶 蒂 有 联系 ,而 未 必 出 自 吐蕃 

人 之 手 。 只 …… : 件 可 以 肯 定 为 吐 著 景 教 的 材料 ,是 年 代 可 

能 较 晚 的 敦煌 《占卜 书 》。 

三 、 安 史 之 乱 后 各 种 宗教 对 朔方 军 的 争夺 
和 《历代 法 宝 记 》 的 外 道 摩 尼 与 耶稣 

讨论 完 吐 痊 文 献 中 的 摩 尼 教 和 景 教 因 素 的 来 历 问 题 ， 

附带 就 4 历代 法 宝 记 》 - 系 的 禅 僧 为 何 把 未 曼 尼 和 弥 师 启 当 

作 外 道 而 写 人 他 们 的 灯 史 作 一 些 推论 。 

四 川 一 地 , 僻 处 西南 , 然 在 唐 朝 , 与 外 界 的 联系 颇 广 ， 

《历代 法 宝 记 》 西 北 传 至 数 煌 ,并 西 人 吐 基 , 便 是 最 好 的 证 

明 [1 馆 今 所 知 , 尚 不 见 有 关于 摩 尼 教 曾 流行 于 益 州 的 直 

接 记 载 。 舒 元 熏 于 长 庆 年 间 (821 - 824) 所 扎 《 鄂 州 永 兴 县 

重 崖 寺 牧 铭 并 序 ?》, 记 各 州 ( 今 湖北 武汉 ) 诸 宗教 情况 时 说 : 

“ 赦 十 族 之 乡 , 百 家 之 间 , 必 有 浮 图 为 其 粉 袋 , 国 朝 沿 近 古 而 

有 加 玉 。 普 容 杂 夷 而 来 者 ,有 摩 尼 堪 ,大 秦 需 ,本 神 幢 , 合 天 

下 三 误 才 ,不 足 当 殖 释 专 一 小 芭 之 数 也 。 12] 亏 州 与 益 州 

[1 工 ]】 甘于 四 川 盆 地 与 西北 的 交通 情况 ,参看 际 诈 龙 & 中 世 敦煌 与 成 都 之 癌 的 交 

通路 线 # 凡 敦煌 学 # 种 1 辑 ,1974 年 ,19 一 8 丙 : 庙 长 痛 《 南 北朝 期 了 癌 西城 与 

南朝 的 陆 伸 交 通 #,《 丸 亚 南 北 良 史 论 拾 进 ?, 1983 年 , 168 一 1%5 页 : 严 耕 纪 

《 抽 代 区 通 图 书 # 第 4 眷 山 介 读 办 区 ,台北 ,1986 年 ,925 997 页 。 

[2 ] 《全 唐 文 》 郑 七 二 七 :又 见 《 唐 六 以》 卷 六 正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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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长 江上 彼此 相近 的 上 逆 地 ,宗教 情势 当 与 舒 元 与 所 言 相 同 。 

《佛祖 统 纪 少 卷 四 一 记 :… 大 历 六 年 (771), 回 络 请 于 剂 . 扬 、 

法 . 越 守 州 置 大 云 光 明 夺 荆州 邻接 益 州 , 因 回 舱 压 力 而 立 

摩 尼 寺 , 其 时 正在 《由 代 法 宝 记 》 成 书 之 前 ,不 知 对 其 有 无 

影响 。 

至 于 景 教 ,在 巴 轩 地 区 的 传播 阿 题 ,没有 明 哺 的 史料 记 

载 。 示 人 吴尊 # 能 改 裔 漫 孙 》 卷 七 “性 右 笋 行 "条 有 如 下 记 

载 !11 

巷 [ 售 ]& 石 劳 行 》:“ 雨 多 往往 得 配 薄 。" 按 《 华 阳 

记 :“ 开 驮 扰 造 七 室 楼 ,以 真珠 结 成 帘 。 汉 武帝 时 , 易 

郡 遗 火 , 烧 数 千家 ,楼 亦 以 焊 , 今 人 往往 于 友 士 上 获 真 

珠 。 又 越 清 南 《 蚁 那 故 事 》:“ 石 笋 在 衔 西门 外 ,二 株 驳 

足 , 云 真珠 楼 基 也 。 昔 有 胡 人 ,于 此 立 寺 ,为 大 秦 寺 ,其 

门楼 十 间 , 皆 以 真珠 浴 匠 , 贯 之 为 帘 。 后 摧 绒 蔡 地 ,至 

今 基 和 鹏 在 ,每 有 大 雨 ,其 前 后 人 多 捡 得 实 珠 、 瑟 配 、 金 四 

评 物 。 今 谓 石 药 非 为 楼 设 , 而 楼 之 建 适当 石笋 附近 耳 。 

盖 大 泰国 多 琢 琳 、 琅 环 、 明 珠 .夜光 辟 ,水道 通 益 州 永昌 

和 郡 , 多 出 异物 , 则 此 寺 太 泰国 人 所 建 也 。 杜 田 尝 引 《 酝 
阳 泰 组 》,. 调 “ 晶 少 扰 饰 以 爹 璧 珠 卒 , 框 温 懋 其 太 修 , 芍 

之 之 事 为 证 , 非 也 。 

自 钞 蜡 (E.Chavannes) 与 伯 希 和 (P.Pellioty 以 来 ,大 客 数 研究 

最 教 的 学 理 , 包 括 季 尔 (A.C.Mouie) 、 林 仙山 (F.3.Drake)、 

佐伯 好 郎 等 ,都 据 此 认为 唐朝时 成 都 建 有 大 秦 夺 ,为 大 秦 国 

【1 《守山 冰 欠 飞 ? 本 。 



胡 人 所 建 , 有 珠宝 装饰 , 颇 为 壮观 !17 几 海 平 教授 对 此 兽 

加 考 订 说 ，… 按 杜甫 《石笋 行 ?, 网 《 全 唐诗 ?着 二 - 九 , 今 注 采 

赵 清 献 说 ,此 诗 当 为 少 陵 于 乾 元 二 年 (759) 底 寄语 成 都 以 后 

作 . 若 赵 说 果然 , 则 大 泰 地 是 时 记 遭 挫 筑 ,而 其 装饰 之 华丽 ， 

视 佛 雷 绝 无 未 色 了 由。 5 但 模 一 挫 什 细 疏 杭 了 唐宁 史籍 中 

关于 成 都 石 科 的 有 关 记 载 , 指 出 最 时 记载 大 奉 寺 的 赵 扑 ( 字 

阅 道 , 谥 清 献 ) ,北宋 元 赴 七 年 11084) 卒 ,年 七 十 七 风 ,所 以 

俗 薛 石 徐 附近 有 大 对 村 故 丝 的 说 法 ,最 早出 班 当 在 庆 感 

(1041 一 1048) 至 眼 宁 (1068 一 1077) 之 亲 ,而 不 能 据 久 认为 唐 

朝 成 都 就 有 大 泰 志 了 (3531 上 管 唐 搁 文献 中 记载 成 都 石笋 

时 多 不 提 大 秦 寺 ,位 这 并 不 能 否定 大 奉 夺 存在 与 否 , 因 为 石 

笋 远 较 大 雁 夺 要 有 名 得 多 。 而 从 唐 宋 成 都 历史 来 看 , 胡 人 

在 此 建立 大 秦 寺 ,最 好 的 时 间 是 唐 武 宗 禁断 景 教 以 前 。 国 

示 ,不 排除 唐朝时 成 都 西门 外 右 笋 附近 建 有 大 素 寺 。 不 过 ， 

成 都 即使 有 三 夷 教 寺院 ,其 情形 也 应 当 和 哪 州 相同 .不 可 能 

对 禅宗 僧 大 构成 威 须 。 

那么 ,成 都 保 唐 宗 的 僧人 是 以 哪里 得 群 反 摩 尼 教 和 景 

教 的 情绪 呢 ? 

[1 Ed Chavannes tt 下，Pellia “Un traitf manichgen relrowwe en Chine，1"，Journed 

1 ，] 时 1 和，1 ，h. 308，n .Si 下 Peiot， 人 heeliene r| ”Asie contrale 二 时" 

FUerme - Oreint 了 oumwg Pan ，Xw. 1914. nm.626:， AMoule， 人 Crisis mn 

Rna 8 有 me 二 eer 155 人 0 ，[Lorrdon t930，Pph.y1 一 了 2: 了 .与 ，Drake，”INestorian 

Mionazteries of he 丁 ” 本 Dynasty anq Usile 过 he Uiscovery of the Nesbaibn 

Tablef” ， Moramerua Serieu ，1. 2，1936 - 37，PFhp. 328 - 330; 荆 ，Saeki， 

AiEsforranm PPprapminnis mr 玫 elzrs 训 CRrnre ，Tnkyo 1937，Pp. 473 - 394。，476 - 

十 靖 . 

【2 】 谢 海 平 《4 计 代 留 华 外 国人 生活 沽 述 》, 台 小 商务 印 书 销 ,1978 年 ,373 页 。 

[ 3 】 起 一 摊 4 成 部 态 石 笋 过 大秦 地》 伙 东 洋 学 报 》 第 31 着 第 3 押 ,1947 年 ;此 撕 

《出 一 策 著 作 集 ;第 ? 着 $ 由 国史 》 ,东京 , 汲 古 书 各 ,1994 年 ,367 一 383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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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 代 前 期 的 宗教 情形 , 因 事 姓 举 室 尊 奉 道教 , 则 天 武后 

极力 崇 佛 ,所 以 佛 道 两 教 地 位 至 尊 ,太宗 ,武后 虽然 对 外 来 

宗教 如 景 教 . 摩 尼 教 采取 宽容 政策 ,允许 其 传教 , 仁 这 些 宗 

教 的 影响 还 很 有 限 。 臣 后 时 , 垦 教 一 庶 受 到 压制 。 玄 宗 开 

死 二 十 年 (732) , 语 禁 让 人 信奉 摩 尼 教 。 相 对 来 讲 , 不 论 昆 

两 京 还 是 地 方 , 佛 教 的 势力 最 大 。 在 佛教 内 部 ,区 有 宗 浇 大 

小 的 不 同 。 从 武后 至 过 宗 时 期 ,禅宗 的 北 宗 诸 师 位 望 最 隆 .。 

弘 沁 弟子 神 秀 被 武后 从 荆州 如 入 东 都 供养 “时 时 问 道 "。 

中 宗 即 位 后 ,“ 尤 加 塞 重 ”1 被 尊 为 “两 京 法 主 ,三 帝 ( 武 

后 .中 宗 , 蹇 宗 ) 国 师 "(2) 神 秀和 于 地 在 二 年 (706) 示 罕 后 ， 

共 弟 子 普 农 被 中 宗 语 命 继 统 法 从 。 开 元 十 三 年 (725) ,玄宗 

恩 诏 请 人 长 安 , 住 敬 爱 寺 ,后 移 兴 唐 夺 ;而 神 秀 另 一 弟子 尽 

福 则 随 玄宗 东 巡 ,入住 洛阳 福 先 寺 !354 北 宗 神 秀 弟子 不 仅 

居 商 京 异 首 了 位 ,其 他 弟子 也 分 布 整个 北方 ,势力 达到 项 

峰 。 开 元 二 十 二 年 (734) 正 月 十 五 日 , 南 宗 达能 弟子 神 会 在 

清 台 大 云 夺 无 计 大 会 上 ,对 尊 窗 为 代表 的 北 宗 加 以 辩 难 ,但 

尊 究 等 北 宗 领 禄 置之不理 。 天 宝 四 载 (745) , 神 会 应 兵部 待 

郎 宋 里 之 邀 , 人 居 洛 阳 荷 洋 夺 ,在 东 都 传扬 南 宗教 法 “于 是 

昔 溪 (不 能 ) 了 义 大 播 于 洛阳 , 荷 洋 ( 神 会 ) 顿 门派 流 天 

下 "”[4j 神 会 在 北 宗 的 根据 地 之 一 洛阳 的 成 功 , 直 接 威胁 

了 北 宗 的 利益 。 天 宝 十 二 载 , 衔 史 中 丞 卢 亦 阿 比 普宁 , 诬 奏 

神 会 聚 徒 谋 瑟 ,于 是 “ 救 点 避 阳 郡 ( 今 河南 淇 川 ) ,又 移 武 当 

郡 (湖北 均 县 )。 至 十 三 载 , 恩 命 量 称 训 州 (湖北 课 拖 ) ,至 七 

[【 上 ] 《有 末 商 僧 传 3 郑 具 ,中 华 书局 ,1987 年 .137 页 - 

【2 ] 张 说 上 重 州 玉 京 奎 太 通 禅 师 砷 箱 》, 全 良 广 ? 耸 二 三 一 。 

【3 ] 《 宗 商 僧 传 $ 着 九 ，197 一 099 页 。 

【4 ] 宗 密 《 圆 作 经 大 厌 杀 ?着 三 之 下 。 



月 ,又 救 移 草 州 ( 裔 阔 江 藤 ) 开 元 寺 。 皆 北 宗 门 下 之 所 [ 席 ] 
也 [ii 

天 宝 十 下 载 (755) 安 中 之 乱 旭 发 以 后 , 唐 朝 的 原 有 统治 

秩序 被 打 乱 ,一 些 长 期 受到 压抑 的 宗教 派别 习 机 而 起 。 赴 

宗 即 位 后 ,组 织 收复 长 安 .洛阳 ,. 因 军需 用 度 不 足 , 碍 全国 范 

围 内 以 卖 官 表 和 纳 钱 度 僧尼 道士 的 办 法 .筹集 资金 。4《 宋 高 

描 传 ? 卷 九 《 神 会 传记 

副 元 帅 郭 子 仪 率 兵 平 玲 , 然 于 飞 挽 索 然 。 用 右 个 

射 园 权 计 ,大 府 各 置 戒 坛 度 僧 , 僧 税 归 谓 之 香水 钱 ， 

聚 是 以 助 军 须 。 初 , 浴 都 先 陷 ,会 起 在 草莽 ,时 卢 奕 为 

豆 所 丝 , 群 议 帮 请 会 主 其 坛 度 。 于 对 寺 宇 官 观 , 鞠 为 训 

煤 , 丸 权 创 一 院 , 恶 资 昔 盖 ,而 中 筑 方 坛 , 所 获 峙 钊 , 顿 

支 军 则 。 代 宗 、 郭 子 仪 收复 两 京 ,会 之 济 用 颇 有 力 赴 。 

击 宗 皇 带 语 入 内 供养 , 救 将 作 大 匠 并 功 齐 力 ,为 造 禅 字 

于 荷 泽 村 中 是 也 。 会 之 数 演 , 显 发 能 祖 之 案 凤 ,使 秀之 

门 究 宽 傣 【2 

狗 宁 这 段 记载 ,不 见于 人 神 会 身 塔 馈 》《 圆 觉 经 大 朴 钞 》 必 《 祖 

党 集 》 等 神 会 传记 资料 , 频 有 不 明之 处 ,因此 近年 来 有 的 学 

者 挟 疑 其 是 否 可 信 [31 按照 常理 , 床 高 僧 传 ? 当 是 依据 某 

篇 已 佚 的 神 会 秦 铬 而 成 ,不 免 有 溯 夸 不 实处 。 近 年 在 将 折 

龙门 出 士 的 4 大 唐 东 都 荷 泽 寺 发 故 第 七 祖国 师 大 德 于 龙门 

【1]】 宗 密 滴 经 大 破 扣 ? 养 三 之 下 。 参 看 { 宋 高僧 传 ?着 从 ，179 一 180 页 。 

【2 ] 《 床 商 人 传 ? 见 八 ，190 页 。 

1 3 ] 葛 兆 光 { 中 国 禅 思想 史 一 一 从 和 世纪 到 9 世纪 》,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, 1995 年 ， 

239 242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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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应 寺 此 首 卓 建 身 塔 铭 并 序 》, 灾 于 神 会 乾 元 元 年 (758) 卒 

后 七 年 的 永泰 元 年 (765) 上 一 月 ,所 记 极 为 简略 , 当 有 省 略 。 

但 其 中 值得 注意 的 是 提 到 了 以 下 数 人 : 

去 唐 堂 李 公 天蓝 王 , 再 迎 尊 颜 于 妨 门 ， 别 有 枉 

〈《 檀 )} 主 功臣 高 辅 成 . 赵 令 珍 , 奏 寺 度 僧 , 梁 乎 先 感 :135 

据 考 , 李 公 天 薇 王 即 李 巨 , 安 禄 由 叛乱 后 ,玄宗 命 统 岭南 节 

度 使 何 履 光 , 黑 中 市 度 使 赵 国 珍 .南阳 节 度 使 鲁 员 , 解 南阳 

之 转 。 至 德 二 年 (757) 收 西京 ,为 留 字 。 三 年 四 月 ,加 太子 

少 师 , 兼 河南 尹 , 充 东京 留 字 , 判 尚书 省 事 , 充 东 蔗 采访 等 

使 。 蓝 元 二 年 二 月 , 因 赃 虹 为 六 州 刺史 [521 李 巨 一 直 在 南 

方 活动 ,应 是 神 会 的 老 相 识 , 所 以 任 东 都 留守 时 ,请 神 会 人 

京 。 但 神 会 以 乾 元 元 年 ( 即 至 德 一 年 ) 去 月 , 即 李 巨 任 东 都 

留守 后 一 个 月 即 坐 化 于 荆州 开元 村 ,因此 当 未 及 生前 应 六 

和 人 族 。 赵 令 珍 一 说 即 赵 国 珍 ,为 李 巨 所 率 黑 中 节 度 使 34 

高 辅 成 其 人 最 值得 注意 ,他 是 仆 固 怀 恩 磨 下 的 北 庭 朔 方 兵 

马 使 ,后 内 助 平河 凌 之 切 ,被 授予 太子 少 传 , 兼 御 史中丞 , 充 

河北 副 元 是 .都 知 兵 马 使 4) 可 知 他 是 郭子仪 系统 的 半 方 

军 的 主帅 之 一 。 从 高 辅 成 为 神 会 檀 主 来 看 , 宋 高 僧 传 所 

[1] 洛阳 市 误 物 工作 队 <《 洛 阳 唐 神 会 和 尚 身 塔 塔 基 铺 蛙 简 报 ?》 必 文物 ?992 年 第 

3 期 ,6 页 ,66 页 图- 七 。 

【2 j 《 朋 唐 书 ? 卷 一 一 二 # 李 巨 传 》, 同 书 着 十 & 击 宗 纪 》。 

【3 ] 叶 万 松 . 商 志 帮 《洛阳 龙门 出 土 神 会 塔 销 考 辨 3 文物 》1994 年 第 11 期 . 

和 1 一 43 贞 - 

【4 ] 《IIH 良 书 ? 卷 一 二 一 & 仆 国 怀 已 传 ?。 芝 看 吴 其 旦 有 《 荷 漳 神 会 传 研 充 ?》, 生 语 

所 桌 刊 # 第 和 9 本 第 4 分 ,1988 年 ,904 矶 ;小 川 隆 4 荷 泽 神 会 中 人 二 思 想 )， 

《神学 研究 ?第 的 号 ,1992 年 ,要 页 。 



记 神 会 与 郭子仪 的 关系 似 非 虚 言 。 

无 论 有 无 神 会 以 香水 钱 供 军 问题 , 骨 方 军 中 有 审 会 南 

宗 信 徒 是 绝 无 可 疑 的 。 而 且 北 宗 的 基业 才 在 北方 ,经 安 中 

之 乱 ,根基 大 受 摧残 ，“ 才 宇 官 观 ,期 为 灰 煤 "。 南 宗 磁 机 而 

起 ,得 到 朝廷 内 外 由 下 支持 将 作 大 匠 并 功 齐 力 ,为 造 禅 

守 " ,从 此 走向 兴 右 。 

佛教 之 外 的 其 他 宗教 ,也 溢 安 史 之 乱 的 契机 ,积极 活 

动 。 

摩 尼 教 自 开元 二 十 年 被 梦 后 ,未 卸 诸 记载 。 安 史 姑 起 ， 

乘机 传教 。 据 漠 比 所 立 《 刀 姓 回 名 可 汗 碑 记载 ， 

[ 回 体 ] 可 省 万 顿 军 东 都 , 因 观 风俗 ,网 民 弗 师 。 将 

寄 息 等 四 展 入 国 , 盖 扬 二 礼 , 洞 彻 三 际 。 况 法 师 等 妙 达 

名 门 , 精 通 七 部 , 才 离 海 岳 , 辩 者 感 河 , 故 能 开 正教 于 回 

向 ,以 艾 划 到 酷 为 法 , 立 大 功绩 ,万 日 波 伐 悉 德 。 

这 位 回 艇 可 汗 就 是 由 仆 固 怀 恩 请 来 助 唐 平 叛 的 登 昌 可 省 ， 

于 宝应 元 年 (762) 十 月 与 唐军 -一 起 笋 复 东 都 洛阳 , 纵 兵 大 肆 

扩 夺 。 次 年 头 二 月 ,同人 贡 可 汗 还 国 。 其 版 依 摩 尼 教 僧 睿 息 

等 , 当 在 此 期 间 。 摩 尼 教 进 人 漠 北 回 角 评 国 后 ,被 立 为 国 

教 !l 

填 朝 之 请 回复 人 援 ,是 不 得 已 而 为 之 。 在 回 休 可 汗 驻 

平 陕 州 时 ,唐军 元 帅 . 歼 王 李 适 (以 后 的 德 宗 ) 曾 往 回 散 牙 帐 

[1 Chavannes 寻 Palia， 吧 .er. ，pp.190 - 199; 陈 十 4 辜 尼 救 人 中 国 考 》,335 一 

344 页 ;: 林 悟 殊 有 & 回 骨 奉 摩 尼 教 的 杜 会 历史 根源 ?, 摩 尼 教 及 其 东 和 二》, 台 

北 , 齿 事 出 版 社 .1997 年 ,93 一 95 页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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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 可 证 ,受到 污 习 , 也 只 好 爱 气 吞 声 !15 摩 尼 教 苑 怕 在 唐 

人 中 仍 属 种 禁 之 列 , 所 以 乘 回 艇 可 计 到 来 之 际 , 开 教 回 钢 。 

这 一 着 果然 凑 效 , 安 史 乱 后, 回 骼 因 功 而 爱 唐 朝 优 待 , 摩 尼 

教 也 异 回 髓 之 力 在 唐 朝 两 京 及 莽 . 扬 、 洪 、. 越 等 州 建 夺 传教 。 

但 唐 朝 君 丐 对 摩 尼 教 并 无 好 感 。 

早教 与 摩 尼 教 不 同 , 据 《 大 秦 景 教 流行 中 国 碑 》i 载 , 玄 

宗 即 位 后 , 即 “ 令 宁 巍 等 五 王 亲 临 福 宇 ,建立 道场 。 天 宝 初 ， 

令 大 将 军 高 力 十 送 五 圣 写 真 ,寺内 安置 。" 安 史 乱 后 ,“ 肃 宗 

文明 皇帝 于 灵 武 等 五 郡 重 立 景 地”", 景 教 得 以 从 京城 发 展 到 

灵 武 等 地 。 其 原因 ,大 概 与 景 教 僧 伊 斯 在 郭子仪 军 中 的 作 

用 有 关 。《 景 教 碑记 ， 

太 施 主 . 金 紫光 禄 大夫、 加 朔 方 节 度 副 使 . 试 灰 中 
监 、 申 此 万 闭 人 异 伊 斯 , 和 而 好 惠 ， 邮 道 勤 行 。 远 自 王 舍 
之 城 , 举 来 中 夏 。 术 高 三 代 , 艺 博 十 全 。 始 效 节 于 地 
许 ,万 策 名 于 王 梳 。 中 书 令 、 汾 阳 郡 王 郭 公 子 仪 , 初 总 
戒 于 闭 方 也 , 肃 宗 人 铂 之 从 丈 。 昌 见 素 于 卧 内 ,不 自 异 于 

行 间 。 为 公 久 牙 , 作 军 耳目 。 能 获 字 中 , 不 积 于 家 。 献 

临 恺 之 颇 歼 , 布 苦 克 广 金 局。 或 仍 其 旧 寺 ,或 重 广 法 

堂 , 则 饰 廊 宇 ,如 漠 斯 飞 。 更 效 景 门 , 依 仁 施 利 。 每 风 

集 四 村 僧 什 , 虚 事 精 供 , 备 诸 五 匈 。 

这 位 名 为 全 斯 (Yaszdhbozid) 的 景 教 大 施主 ,来 自 吐 火 罗斯 坦 

的 小 王 舍 城 (Balkth) , 先 已 人 唐 ,在 唐 延 效 节 , 安 史 乔 后 ,又 

在 郭子仪 军 中 为 爪牙 , 作 耳 目 亲 信 。 由 此 被 赐 以 高 官 ,并 得 

[1] 殴 治 适 鉴 3? 着 二 二 二 南 订 宝应 元 年 十 月 条 。 



以 外 线 上 日 土 , 重 广 法 党 ,党 饰 万 宇 ,成 为 南 宗 . 代 宗 、 德 宗 三 

朝 景 教 僧 侣 的 大 施主 (0 

郭子仪 所 是 朔方 军 为 赴 朝 平定 安史之乱 的 主力 军 .这 

是 人 所 共 知 的 忠实 。 以 上 不 懂 笔 妓 地 征 引 史 文 ,是 想 揭 示 

前 人 趟 太 属 意 的 一 点 , 即 安 史 之 乱 爆 发 后 ,各 种 宗教 势力 都 

和 屁 机 而 起 ,以 求 得 发 展 , 其 中 禅宗 南 宗 荷 泽 神 会 和 景 教 僧 伊 

斯 与 郭子仪 的 关系 至 堪 注 意 。 塑 方 军 在 平定 安 史 乱 中 树立 

丰功伟绩 ,受到 朝廷 大 力 表 豆 , 南 宗 和 景 教 在 代 宗 、 德 宗 朝 

得 以 广泛 传扬 ,不 能 赔 不 与 朔方 军 将 领 们 的 支持 有 尖 。 至 

于 者 尼 教 ,从 其 在 洛 梧 开 教 于 回 髓 可 证 ,可 以 推 知 他 们 未 党 

没有 作 过 向 朔方 军 首领 传教 的 努力 ,但 或 许 由 于 先 有 禁令 ， 

也 可 能 是 有 其 他 宗教 作 梗 , 摩 尼 教 只 得 转 而 开 教 回 艇 ,并 取 

得 成 功 。 

以 上 之 所 以 花费 笔 墨 来 揭示 朔方 军 与 各 宗教 猜 别 的 关 

系 , 另 外 一 个 动因 是 ,在 我 看 来 ,朔方 军 中 的 宗教 形势 , 正 

是 《历代 法 室 记 》 所 述 外 道 故事 的 前 痊 曲 。 

《历代 法 宝 记 成 书 于 成 都 保 唐 夺 和 尚 无 住 大 历 九 年 

《774) 字 尖 后 不 久 。《 法 宝 记 # 关 于 无 住 事迹 有 如 下 记载 : 

和 上 ,凤翔 嘟 县 人 也 。 俗 姓 李 ,法 号 无 住 .年 登 五 

于 。 开 元 年 代 , 父 朔 方 展 将 。 时 年 二 十 , 祖 力 这 人 ,起 

艺 绝 伦 。 当 此 之 时 ,信安 王 ( 李 神 )} 充 河 朔 两 道 节 度 大 

使 , 见 和 上 有 勇 有 列 ( 烈 )。 信 安 王 留 充 衙 前 游 弈 先锋 

有 关 《& 暴 教 碑 # 比 节 较 新 的 研究 成 果 有 : 朱 廊 之 t 中 国 景 教 } ,北京 ,东方 出 版 

社 ,t993 年 .2024 一 225 页 头 广 ,156 一 157 页 研究 ，P- Pelio， 天 inscription 

emrierrie 让 下- mnEan 一 Pa 加 with Siphlernerte by 点 -Forte，Kyoto Parie 

1996,p. 500 录 文 .,m.273 ~ 293 注 餐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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宦 。 和 上 每 日 自 叹 :在世 荣华 , 谁 人 不 乐 。 大 丈夫 儿 ， 

未 因 善 知识 ,一 生 不 可 和 虚 弃 。 遂 万 会 官宦 ,村 师 访 道 。 

和 天 宝 十 载 ,从 西京 却 至 北 腕 州 , 居 档 兰 山 二 年 。 加 

有 商人 车 环 , 礼 拜 问 和 上 :到 剑 南 识 人 金 和 上 否 ? 等 云 : 

不 误 。…… 还 万 出 此 兰 山 , 至 灵 州 出 符 文 , 往 剑 南 礼 金 

和 上 。 冰 被 留 后 姚 赋 王 址 交 。 大 德 中 和 上 、 辩 才 律 师 、 

惠 此 律师 等 诸 大 德 , 并 三 放 来 。 至 德 二 载 十 虽 ,从 阔 灵 

出 ,向 定 笑 城 及 下 宁 , 军 使 杨 售 更 处 出 行文 。… 赣 元 

二 年 正月 ,到 成 者 净 众 寺 。 

副 元 帅 、 黄 门 侍 部 芷 枉 公 ( 鸿 渐 ), 初 到 成 都 府 日 ， 

闻 金 和 上 不 可 思议 。 和 上 上 既 化 ,含有 承 后 弟子 。…… 

隶 秦 二 年 妃 月 二 十 三 日 , 墓 窜 曙 专 使 .县 官 、. 僧 道 等 ,就 

委 岩山 请 和 上 , 传 相 公 、 人 不 射 . 监 军 请 , 礼 项 愿 和 上 不 会 

慈悲, 为 三 名 苍生 , 作 大 桥梁 , 贞 勘 苦 请 。 和 上 知 相公 

深 亲 佛法 , 爱 莫 大乘 ; 知 仆 射 仁 惠 宽厚 ; 知 监 军 玖 佛法 

借 ; 审 知 是 同 缘 同 会 ,不 道 所 请 【1 

据 此 ,无 住 原 是 关内 道 凤 翔 万 ( 今 陕 西 万 有 具 ) 人 ,开元 时 随 父 

在 朔方 军 中 效力 。 后 舍 俗 人 道 , 四 处 访 学 。 天 宝 十 载 (751) 

入 灵 州 贺兰山 。 后 因 商 胡 曹 环 之 言 ,于 至 德 二 载 (757) 经 灵 

州 往 剑 南 访 金 和 上 无 相 。 蓝 元 二 年 (759) 到 成 都 净 众 夺 ,后 

隐 于 和 白 崖 山 。 永 素 二 年 (766) 被 村 鸿 渐 请 到 成 都 保 唐 夺 , 维 

死相 为 禅 惜 首领 。 可 见 , 这 位 无 住 大 师 本 人 年 轻 时 就 曾 在 

读 方 军 中 任职 ,以 后 又 经 灵 州 南下 ,与 灵 州 官 更 及 僧 中 大 德 

皮 有 交往 。 

【1 都 用 圣 山 4 初期 2) 禅 由 加 ,168 一 10 .189 一 191.198 一 201 页 。 



恭 请 无 住 的 柱 鸿 新, "第 进士 , 解 福 延 王府 参军 , 安 思 顺 

表 为 朔方 判官 "01 时 当 在 天 宝 九 至 十 四 载 安 思 顺 为 朔方 

节 度 使 的 前 期 (31 因为“ 天宝 末 , 累 迁 大 理 司 直 、 朔 方 留 

后 . 支 度 副 便 ”134 安 禄 山 叛乱 , 击 宗 北 奔 平凉 ,未 知 所 适 。 

杜 瀣 渐 等 迎 至 灵 武 ,即位 为 帝 , 因 荔 圣 兵部 郎中 , 知 中 书 会 

人 大事。 至 德 二 载 , 夺 御 中 大 夫 .河西 节庆 使 , 凉 州 部 督 。 两 

京平 , 迁 荆 州 大 都 府 长 史 . 荆 南 节 度 使 。 永 泰 元 年 十 月 , 创 

南西 川 其 马 使 崔 呈 据 成 都 反叛 。 次 年 , 唐 廷 命 社 鸿 渐 深 宰 

相 兼 充 山 . 便 副 元 帅 , 剑 南 西 川 节 度 使 ,以 平 蜀 乱 。 杜 鸿 渐 

招 峰 岩 是, 以 之 为 西川 兵 马 留 后 , 即 《 历 代 法 宝 记 》 中 的 仆 

射 [41 

桂 普 渐 原本 是 朔方 僚 佐 ,而 且 当 时 已 是 佛教 的 积极 支 

持 者 。《 历 代 法 宰 记 ?所 沁 无 住 经 过 灵 州 时 动 他 留 住 的 辩 才 

律师 ,就 曾 由 村 鸿 渐 奏 住 龙 兴 寺 , 因 奉 褒 加 朔方 管内 教授 大 

德 !51 劝 留 无 住 的 留 后 * 姓 亲 王 " ,史籍 未 见 , 不 知 是 原 书 

有 误 ,还 是 传 抄 之 读 , 因 为 无 住 至 德 二 载 之 前 经 行 灵 州 时 ， 

驻扎 当地 的 朔方 留 后 很 可 能 就 是 杜 渔 渐 。 这 样 看 来 ,这 位 

杜 相 公 一 到 成 都 ,就 急于 要 找到 无 住 , 绝 目 偶然 。 

无 住 来 白 朔 方 , 杜 鸿 浙 也 来 自 朔 方 ,朔方 军 中 杜 鸿 新 等 
大 的 宗教 思想 倾 癌 不 可 能 不 影响 到 《历代 法 宝 记 》$ 编 者 保 唐 

寺 的 僧人 人 。《 法 宝 记 》 中 的 许多 思想 和 说 法 与 南 宗 神 会 相 

同 , 绝 非 偶 然 。 而 《法 宝 记 》 的 编者 把 局 宾 国 的 两 个 外 道 , 唤 

[1 ) 《新 唐 书 ?着 一 一 六 4 性 效 新 传 3$。 

[2] 参看 吴 许 炬 &《 庙 少 镇 年 表 3? 着 一 。 

[3] 节操 唐 书 ? 卷 一 客人 E 杜 讽 狐 传 3 

[4] 做 看 直 载 $ 故 相国 杜 鸿 新 神道 碑 ? , 载 { 全 唐 文 ? 卷 一 六 九 。 

【5 ] 《水 商 僧 传 ? 着 一 六 ,387 抽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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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 未 曼 尼 和 踊 师 证, 慌 怕 也 是 朔方 部 分 信 侯 佛 教 的 将 官 的 

好 亚 所 然 ,四 为 摩 尼 教 和 基教 在 朔方 牢 中 都 很 活 萄 , 量 然 其 

教 曾 为 所 用 ,但 - : 定 会 受到 信 指 者 的 排斥 。 当 半 方 佛教 派 

系 流 人 剑 南 后 ,其 反 摩 尼 教 和 景 教 的 观点 也 随 之 人 别 。 无 

住 是 永泰 二 年 (765) 被 杜 油 渐 请 到 成 都 保 唐 才 的 ,而 时 蕃 使 

者 就 是 在 同时 或 不 久 以 后 经 过 益 州 ,把 《历代 法 宝 记 》 系 的 

禅 说 传人 旺 蕃 。 

《历代 法 宝 记 3》 中 的 未 曼 尼 和 弥 师 订 , 本 是 看 似 不 起 眼 

的 两 个 天 等 外 道 的 名 字 , 其 中 却 隐 含 着 一 部 内 容 丰 富 的 文 

化 传播 史 。 若 以 上 朱 论 成 立 , 则 唐 朝 灵 州 一 带 流 传 之 摩 尼 

教 和 基教 ,由 于 列 为 辜 宗 的 反对 面 , 而 被 带 到 便 南 , 写 人 灯 

中 ,并 且 进 击 北 传 敦煌 , 西 人 吐蕃 , 留 下 汉 藏 文化 变 流 史上 

一 盘 前 所 未 知 的 佳话 。 

( 原 载 ( 藏 学 研究 丛刊 一 一- 贤 首 新 襄 } ,1999 年 } 



摩 尼 教 在 高 昌 的 初 传 

以 高 日 城 为 中 心 的 酉 州 回 散 王 同 (又 称 栅 昌 回 划 .天 山 

回 骼 . 西 回 盘 王国 ) ,在 公元 十 世纪 时 曾 一 度 盛 行 摩 尼 教 ,这 

已 为 十 九 世 纪 末 以 来 当地 出 土 的 文书 所 证 实 。 近 年 来 , 森 

安 孝 夫 氏 在 《 回 侈 摩 尼 教 史 之 研究 ?一 书 中 ,对 摩 尼 教 在 西 

州 回 人 艇 的 兴 训 过 程 做 了 详细 的 论证 ,使 大 批零 散 的 文献 和 

考古 材料 ,落实 到 确切 的 年 代 范 围 当 中 11 吉田 丰 氏 转 写 

翻译 的 吐鲁番 新 出 票 特 文 摩 尼 教 信 杞 (2 不 羽 加 深 了 我 们 

认识 西 州 回 网 内 部 摩 尼 救 教 团 的 宗教 活动 情况 ,还 使 我 们 

了 解 到 这 个 教 团 与 中 亚 其 他 地 区 摩 尼 教 团 的 联系 。 这 些 桶 

特 文 信 札 的 公布 ,已 经 引起 了 学 术 界 的 关注 (3 

一 般 观 点 认为 , 摩 尼 教 是 随 着 回 舱 西 迁 ,在 840 年 以 后 

[1]】 森 安 人 蔡 去 kr f 多 外 = 二 教 全 六 研 兴 》 大 孤 太 学 文学 部 纪 更 ?第 31 .32 

台 并 号 ,1991 咎 。 参 看 荣 新 江 书 评 , 袁 《西域 研究 ?1994 年 第 ! 期 .最 一 

103 页 - 

柳 泪 亮 编 丝印 番 新 出 醒 尼 救 立 献 研 究 }》, 北 京 , 文 物 出 版 杜 ,2000 年 ,3 一 

199 页 - ， 

林 悟 妹 书 评 , 载 4 部 粕 吐 普 盔 研 究 ? 第 5 糙 ,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,2001 年 ,对 1]- 一 

366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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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 370 

进入 商 包 地 区 的 。 然 而 ,在 此 之 前 吓 鲁 独 贫 地 是 否 流 行 过 

摩 尼 教 , 仍 是 值得 探讨 的 一 个 课题 。 本 文 根 据 笔 者 近年 对 

叶 短 番地 区 石窟 圭 的 实地 考察 和 相关 文献 的 研究 结果 , 硕 

图 把 前 入 的 研究 成 果 加 以 分 析 辨 别 , 去 伪 存 真 , 以 找 出 摩 尼 

教 在 高 昌 初 传 的 痕迹 。 

一 、 考 古 学 的 反 证 

所 本 世纪 禄 格 伦 威 德 尔 (4 Grinwedel) 在 柏 孜 克 里 克 

千 佛 洞 第 入 罕 (新 编 38 宣 ) 发 现 摩 尼 教 生命 之 树 壁 画 后 ， 

人 们 已 知道 这 所 佛教 石 宣 中 曾经 有 麻 尼 教 宣 的 存在 。 其 年 

代 , 森 安 孝 夫 氏 《 回 偶 摩 尼 教 吕 之 研 穹 ?认为 在 九 世 纪 示 到 

于 世纪 前 半 上 [12 另外 ,和 森 安 民 还 新 发 现 了 几 个 摩 尼 教 认 ， 

困 为 有 何 侈 文 题记 为 证 ,其 年 代 也 大 体 相 同 。 

1993 年 , 另 一 位 关注 吐鲁番 摩 尼 教 洞 富 的 学 者 哆 华山 

先生 ,发表 了 他 的 初步 考察 报告 《 寻 如 淹没 千年 的 东方 摩 尼 

寺 》, 宝 称 在 吐鲁番 吐 峪 淘 . 柏 玫 克 里 克 、 胜 金 口 二 所 石窟 

中 , 找 出 数 十 个 摩 尼 教 洞 窜 。 他 根据 洞 富 形 制 ,壁画 题材 等 

特征 ,把 他 认为 的 吐 网 淘 摩 尼 寺 ,. 柏 入 克 里 克 北 区 寺 划 在 第 

一 期 , 即 会 元 的 0 一 850 年 间 ; 而 柏 孜 克 里 克 中 . 南 区 寺 和 胜 

[1] 按 , 此 酉 面 上 的 十 二 行 回合 谤 题记 为 后 来 所 书 , 时 间 当 晚 于 锭 画 本 身 。 

1996 年 5 月 . 收 着 大 学 香 森 【Valeie Hanseo1 教 授 匆 导 参 如 “重阳 高 电 宝 藏 

但 斯 到 金 研究 项 目的 中 美学 者 考察 时 痊 暂时 ,中 古 伊 六 语 专家 0.P. 张 - 

jaervw 载 撑 看 出 这 个 画面 下 方 条 框 中 ,有 一 行 让 罗 迹 文 (Brahmi) ,是 既 路 北 

道 的 字体 ,很 像 Threhuqeaet 所 谓 “ 疼 木 奸 克 语 ”) ,但 有 一 、 二 个 新 的 字母 。 

此 点 伺 为 前 大 屯 略 .值得 深 人 探讨 ,因为 其 年 代 光 与 画面 同 时 。 



金 口 南 . 北 寺 , 属于 第 一 期 , 即 850 一 1000 年 [1 克 林 凯 特 

( 且 . =- 本. Klimkeit) 教 家 基 木 上 接受 了 呈 氏 对 摩 尼 教 窜 的 判 

定 (2 

经 过 晃 华 山 氏 老年 的 勘 刘 , 吐 曾 番 石 寞 寺中 存在 善 较 

今天 所 知 更 多 的 摩 尼 教 罕 的 观点 ,我 们 认为 是 可 以 接受 的 。 

但 是 ,要 把 这 缮 多 的 摩 尼 教 洞 帘 的 年 代 定 在 650 一 850 年 之 

间 ,也 就 是 唐 朝 火 掉 炎 成 商 昌国 后 第 十 年 到 西 州 凸 骨 汗 国 

建立 前 夜 , 除 了 作者 划 到 的 论据 外 ,似乎 还 应 对 相关 的 佛教 

酒 语 和 文献 记载 加 以 考 办 ,因为 这 一 说法 与 前 人 把 这 些 洞 

帘 作 为 佛教 遗迹 加 以 研究 而 得 出 的 结论 有 不 少 抵 触 之 处 。 

按照 常理 ,如 果 一 个 右 窜 在 某 个 时 段 里 有 摩 尼 教 寞 存 

在 的 活 , 它 同时 应 当 留 下 及 一 些 住 在 那 蛙 的 摩 尼 教徒 所 使 

用 的 全 教 文献 ,而 且 也 应 妆 为 近代 以 来 的 吐 鲁 亚 的 考古 发 

现 所 印证 .正如 我 们 相 售 柏 孜 克 里 克 石窟 在 高 昌 回 骼 时 期 

有 摩 尼 教 府 ,而 吉田 丰 民 发 表 的 相 玫 部 里 克 出 土 摩 尼 教 们 

札 ,之 全 印证 了 考古 学 的 结论 。 

以 吐 肉 猩 为 例 ,德国 吐 兽 番 探险 队 确 实在 这 里 获得 过 

一 些 摩 尼 教 文献 , 伏 而 据 系统 考察 过 这 批 收集 品 的 出 土地 

情况 的 宗 德 曼 ( 克 . Sundernann) 教 授 指 出 , 吐 峪 沟 出 士 的 摩 

尼 教 文献 都 是 840 年 后 辐 角 占 领 高 昌 以 后 的 产物 ,与 高 旧 

城中 寺 上 出 土 摩 尼 教 文献 相 比 , 从 其 利用 溉 文 佛 典 背面 书 

[1 ] 吕 华 出 & 寻 珊 谭 没 千 年 的 东方 这 尼 寺 ?中 国文 化 ?第 & 期 ,1993 年 ,1 一 20 

下 :和 英 立 本 “New Evidence 本 Manichasiam in Asia; tlesoripaiam 吓 some mscently 

由 acoveredl Mamnacharan termpiea 识 Turfan ，Hortkumerutra Senra ,44.1996，Phb， 

267… 313- 

[2] 有 一] Kmkeit， WaracRhatiscje 开 anst am der Setidlertstrasse: die pnd neae Fionae， 

Opladen 1996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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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 的 情形 看 , 吐 峪 沟 文 献 甚至 晚 到 1000 年 以 后 (1 因此 ， 

吐 峪 淘 的 出 土 文献 对 摩 尼 教 涧 遍 在 这 里 的 早期 存在 提出 了 

质疑 。 

关于 时 氏 指 称 为 摩 尼 教 壁 画 或 洞窟 的 那些 叶肉 沟 石 

窜 ,页 应 逸 . 官 褒 有 .由 部 能 宜 诸 氏 结 合 佛 教 立 献 和 克 玫 和 尔 

石窟 区 画 等 ,给 予 了 它们 的 佛教 来 源 的 明晰 解说 ,其 举证 的 

佛教 文献 ,要 比 相 关 的 摩 尼 教 文献 更 接近 画面 和 石 宣 的 内 

穿 121 对 比 之 下 ,我 们 不 能 不 倾向 于 回 吉 西 迁 以 前 的 时 峪 

沟 是 佛教 石 窜 的 看 法 。 这 里 就 我 们 考察 所 见 和 文书 资料 略 

加 补充 。 

过 峻 沟 第 42 宦 即 是 氏 所 说 的 N2 号 摩 尼 教 窒 , 他 断代 

在 300 年 左右 。 帘 中 有 祥 室 四 ,其 中 左手 第 一 耳 室 绘 有 昂 

氏 所 谓 防 阳 人 图 ,被 认为 是 反 黄 摩 尼 教 明 瞳 二 元 论 的 形 

象 (343 据 笔 者 考察 时 所 见 ,此 图 两 旁 有 坐禅 式 的 僧人 像 ， 

其 一 下 部 有 和 朱 和 匠 题 记 :" 开 觉 寺 僧 智 会 (?)”。 按 开 觉 寺 数 见 

【 1] 页 .Sunqearmann ”Cuopletion and Comeetion of Archacological Woq by Thitological 

Meana ithe case 可 the Turan Texdtse”，Fztowre 人 casliey 四 Ai centrate 

Ptiejarrigroe , 雪 ， 了 .Rermard 愉 下 .Crenet，barin 1991，hp-2865 - 288. 

村 应 毅 《 工 福生 军 考 ?3 必 佛 教 艺术 3 第 186 对 ,1989 年 ,62 一 81 页 : 同 作者 

# 新 星 吐 峪 沟 石 帘 佛 教 壁 画 环 论 #,《 娃 学 研究 3 .1995 年 , 240 一 249 页 ; 宫 浴 

是 & 安 凡 了 了 2 上 下 好 少 石 写作 祥和 凶 窜 避 画 民 2vT 立 3 -3 人 佛 邢 此 

术 》$ 第 221 导 .1995 年 .15 一 41 柚 : 第 203 号 ,1095 年 ,14 一 3 折 页 ;第 226 导 ， 

13996 年 ,38- 一 83 下 ;Nobuyoshi Tamabe 山 部 能 宝 ), “The Implicationa of 由 e 

"Manichean ”Cavea 坦 Toyaok，Tunfan ，Fe the Digin 串 the Co TITGH ES 内 0 

Jig “", 德 水 大 依 编 &《 龙 杂 上 人 四 总 各 的 研究 ?, 京 痢 永 田 文 昌 尝 ,1998 年 ， 

250 一 280 严 ;振作 首 ,sn Examinatiom 可 the Miural paintin 了 ka Toyok Cave 20 in 

Comnjunetion with the Ci 商 of the miteyty Visualiratton Sr ”fueniatinrhs ， 

Annil 1999 ,pp.38 - 44。 

【3] 有 ;华山 《 寻 更 着 汪 千 年 的 东方 摩 尼 寺 }》，! 一 2、19 一 1 页; 的 imkeit， 

arUcRtrie 天 rr5I re GEr Seiaensiresse: Fe and Pet En 3 一 14 网, 图 7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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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吐鲁番 出 土 文书 :( 蕊 阿 斯 塔 那 363 号 莫 出 芋 《 唐 景 龙 四 

年 (710) 下 天 寿 抄 十 二 月 新 二 台词 及 诸 五 言 诗 》 未 ,题记 中 

有 “ 开 沉 才学 "015 表明 此 夺 为 下 天寿 所 属 的 寺院 学 校 。 填 

朝 时 期 佛寺 兼 有 教育 职能 ,但 未 闻 以 音 人 为 主体 的 摩 尼 教 

寺 有 教授 汉文 化 的 事情 。(2) 阿 斯 赠 那 509 号 蔓 出 土 有 神 

龙 之 后 至 开 抱 立 前 (707 一 713) 的 & 唐 西 州 高 时 县 出 草 帐 》， 

其 中 有 “ 开 党 村 参 拾 伍 束 " (2 其 他 册 曹 者 均 为 佛寺 或 道 

观 , 证 明 开 觉 寺 是 位 于 西 州 高 虽 县 范围 的 蚀 寺 。(3) 大 和 谷 文 
书 1001 导 , 亦 有 开 觉 等 名 ,从 上 下 文 看 , 认 属 唐 西 州 佛 
寺 !3) 由 此 可 见 , 吐 峪 沟 的 画像 题记 应 是 高 蚊 县 开 觉 寺 佛 
僧 的 题记 ,其 旁 的 阴阳 人 图 ,也 很 难说 是 摩 尼 教 的 图 像 .41 

上 沧 所 户 摩 尼 教 润 窜 并 不 是 孤立 存在 的 洞窟 .而 是 开 
当 于 一 所 五 窜 寺 石 宣 群 中 ,如 果 这 个 洞窟 是 摩 尼 寅 , 则 其 旁 
边 的 其 他 洞窟 也 应 有 关联 , 摘 名 话说 , 即 庶 当 反 屿 摩 尼 教 夺 
院 和 教 团 的 存在 。 

吐 峪 沟 石 宣 , 从 儿 氏 高 昌国 到 唐 朝 西 州 时 期 ,都 称 作 丁 

谷 寺 或 丁 谷 富 。 自 本 中 村 书 道 博物 馆藏 吐 销 番 文 书 中 ,有 
《 唐 机 州 丁 谷 僧 惠 静 状 为 诉 僧 义 玄 打 骂 诬陷 事 》!51 其 扁 佛 
夺 , 似 无 疑义 [155 更 重要 的 是 , 敦 伯 文书 P.2009《 西 州 图 
经 ?山谷 二 院 条 记 : "了 丁 谷 富 : 有 村 一 所 ,并 有 禅院 一 所 。 右 

(1] 《 吐 着 厦 出 土 文书 ?第 了 贡 , 北 京 ,文物 出 版 社 ,196 俐 ,550 页 。 
【2 ] 《吐鲁番 出 土 文书 ?第 8 届 ,北京 ,文物 出 版 社 ,1990 年 ,23 页 ， 
13j】 小 田 广 和 久 编 & 大 和 谷 文书 集成 ?第 1 卷 , 京 郁 , 法 茂 馆 ,1984 年 ,1 页 。 

[4 }】 参 短 柳 洪 次 《图 版 说 明 ?》 具 中 国 苹 商人 全 和 集 , 新 疆 》6 4 时 得 普 ? ,沈阳 ,和 辽宁 

美术 出 版 社 ,19 叫 年 .5 遇 ， 

【5] 人 金 但 同 《 流 让 过 政 ? 图 十 五 , 叶 十 五 B 面 。 

15 ] 元 看 小 管 需 宜 秀 { 唐 代 西 城 丰 情 尼 众 团 ? ,印度 学 佛教 学 研究 ?第 4 着 第 2 
号 ,19 几 年 ,536 珊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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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黎 中 县 界 , 至 北 出 廿 五 里 丁 谷中 , 西 去 州 计 里 。 寺 其 ( 基 ) 
依 山 构 , 接 巾 蔬 阶 , 鹰 塔 飞 空 , 虹 粱 人 饮 汉 , 岩 密 ( 盔 ) 纷 丝 , 从 
薄 陡 眠 , 既 切 烟云 , 亦 亏 星 月 。 上 则 危 峰 直 遭 , 下 [ 则 ] 轻 演 
涛 肖 。 实 仙 居 之 胜地 , 谅 栖 灵 之 秘 域 。 见 有 名 额 , 僧 徒 居 
焉 .” (0 据 风 振 玉 考证 《图 经 》 是 对 乾 元 以 后 至 贞 元 陷 茧 
以 前 (760 一 791)? 西 州 的 记录 !?L《 西 州 图 经 ?是 官府 修 的 志 
蔬 ,所 记 最 为 准确 。 由 此 知 作 扯 纪 下 半 , 丁 谷 寺 是 附 有 禅院 
的 借 寺 无 绝 。 事 实 | , 旺 贻 询 出 上 的 大 量 属于 唐朝时 的 汉 
文 佛 奥 , 也 反 证 摩 尼 寺 在 唐 朝 西 州 时 期 很 礁 在 此 立足 。 

柏 孜 克 里 克 千 佛 润 的 情形 相似 ,这 里 在 唐朝时 被 称 作 
宁 戒 寺 , 上 举 《 西 州 图 经 》 册 窟 二 院 又 记 ;" 宁 瑚 窜 寺 一 所 :; 右 
在 前 庭 县 ( 即 高 名 县) 界 山 北 十 二 里 宁 戎 谷中 , 峭 巾 三 成 , 临 
危 而 结 极 ; 喜 ( 层 ) 蛮 (这 ) 四 绝 , 架 回 而 开 轩 。 既 这 之 以 崇 
崖 , 亦 假 之 以 清 灌 。 云 蒸 霞 帮 , 草 木 蒙 笔 。 见 有 僧 检 , 久 蓝 
名 额 。"131 既 僧 只 , 摩 尼 写 伺 亦 不 会 开 在 佛教 窗 寺 当 中 。 

另外 , 柏 攻 克昌 克 新 出 两 块 贞 元 年 问 立 的 造 宣 碑 记 , 也 
提供 了 当时 当 : 戒 窜 寺 的 情况 。 一 块 是 1984 年 发 现 于 柚 孜 
克 里 克 千 佛 润 崖 前 废 坊 中 (位 于 第 80 号 宣 西 侧 ) . 据 内 容 可 
题 为 《 节 度 使 杨 公 重 修 宁 戎 寺 帘 功德 记 碑 》, 据 柳 洪 亮 氏 的 
考证 , 田 德 主 “ 季度 使 御 史 火 夫 " 杨 公 即 页 元 二 年 至 七 年 
(786- 一 791) 任 伊西 应 节 度 使 得 史 大 夫 的 杨 袭 十 ,因此 碑 立 
于 其 任职 期 间 (41 碑文 中 有 对 住持 僧 之 颂 词 , 云 “ 碱 珠 月 

[1j 罗 振 上 辟 4 辑 煌 石室 史书 》.1909 年 , 叶 一 a 面 。 

【2 出 七 叶 六 a 面 - 

[3]】 打上 . 叶 二 a 町 。 

{ 4 ] 获 洪 亮 + 伯 下 柯 里 克 新 发 更 的 !( 杨 公 重 修 寺 院 柏 )》,《 教 煌 研究 》1987 条 第 | 

期 ,如 一 妈 珊 ; 区 《高 卢 古 记述 略 放 新疆 文 物 ?1990 年 第 4 期 ,29 一 的 页 。 



潮 ,法 链 冰 开 ” 入 或 方 道 安 , 或 喻 支 通 " ;其 为 佛寺 无 疑 上 (4 

另 一 据 是 1989 年 发 现 于 柏 孜 克 里 克 生化 润 崖 前 废 撼 中 ,可 

题 为 4 厌 氏 修 功 德 记 》, 周 曜 撰 , 立 于 ”" 贞 元 敦 苦 " 岁 , 即 贞 元 

已 年 (790) ,是 高 蝇 工 族 后 商 亚 氏 朱 上 人 在 本 : 戎 窗 村 等 处 修 

佛 吉 功德 记 124 碑 中 讲 到 彰 上 人 “于 一 窜 , 以 为 法 华 精 

舍 "，“ 溺 悬 骨 , 创 营 竟 帘 ; 持 道人 各 , 复 立 精 售 "，“ 于 诸 宫 党 赂 

彩 量 尊 像 大 创造 什 物 ,其 标 此 石 ”3 更 能 说 明 贞 元 时 宁 戎 

窗 寺 佛教 繁盛 的 景象 。 

此 外 ,我们 统计 并 检 案 了 所 能 见 到 的 呈 章 熏 议 文 文书 ， 

这 是 记载 唐 朝 西 州 时 期 当地 情况 最 详细 利 具体 的 史料 ,如 

之 传世 史籍 的 记录 ,都 委 洒 到 任何 摩 尼 教 在 亲 昌 地区 传 布 

的 痕迹 。 妥 常理 讲 , 延 载 元 年 (694) 流 斯 人 拂 多 诞 持 & 卫 宗 

经 ?来 华 ,开元 E 年 (719) 吐 火 田 国 献 解 天 文人 大 莫 疝 ,者 可 

能 经 过 高 昌之 地 而 传教 、 尽 管 我 们 不 能 就 此 否定 摩 尼 教 可 

能 的 存在 ,但 从 现存 材料 里 ,看 不 引 属 于 唐 稻 西 州 时 期 的 麻 

尼 教 流行 的 痕迹 ,更 难说 章 尼 教 教 田 的 存在 了 。 

二 、 文 献 学 的 证 所 

自 本 世纪 补 以 来 ,此 鲁 盖 盆地 各 焉 性 出 主 了 大 量 写本 

残片 ,包括 由 所 亚 文 (Parhiany .中 本 波斯 广 {Middle Per- 

sian)、 权 特 文 (Sogqdian) . 回 角 文 .能 赣 文 (Kochean) .汉文 的 

[1 1 此 所 笔者 就 斋 看 六 六 - 

[2 1 搁 洪 上 ! 同 全 厚 蓝 述 路 950 一 6! 页 ， 牌 之 各 称 及 性 质 为 笔者 万 定 . 

[3 ] 此 搞 苇 者 航 永 看 溪 文 。 

355 密 

夺 当 本 了 囊 击 汪 癌 



大 376 

摩 尼 教 文献 , 共 中 的 回 艇 文 写本 和 部 分 突 顾 化 的 课 特 文 写 

本 ,明显 基 属 于 商 角 同 苛 时 期 的 产物 .而 其 他 中 古人 刁 妆 话 树 

料 , 却 很 难 判 定年 代 。 伍 字 ( 允 .BE Henning) 认 为 票 特 语 摩 

尼 教 亦 献 的 年 代 不 早 于 从 进 纪 ,不 晚 子 二 二 进 纪 ,而 以 九 、 

十 世纪 前 可 能 性 最 大 [1 这 一 观点 为 大 多 数 中 古人 贱 朗 语 

研 究 者 所 接受 , 伍 以 之 末 做 历史 研究 , 尚 嫌 过 于 宽泛 。 

迄今 为 止 ,学 者 们 提 到 过 的 较 早 的 中 雪人 角 朗 语 摩 尼 教 

文献 ,有 如 下 儿 件 : 

{1 MiMIK TI 203) 最 早 由 炙 蒜 (下 .网 .KMHllery 发 

表 ,是 用 不 规则 的 中 十 波 斯 六 所 写 的 摩 尼 教 赞美 诗集 的 --- 

叶 , 其 中 说 到 这 部 诗集 始 抄 于 761/762 年 ,但 末 抄 完 ,-- 直 

保存 在 存 首 {Ark) 的 麻 尼 寺中 ,到 二 ngrida gat batgs alp 

bilss uyghur gaghan 在 位 时 . 才 最 终 抄 成 (2 这 位 回 体 可 计 ， 

纪 勤 指 为 824 一 832 年 在 位 的 赣 北 回 岗 的 昭 术 可 评 134 但 更 

可 能 的 是 与 昭 礼 称 相 同 的 保 义 可 计 (808 一 821 年 在 

位 )14) 题记 列举 了 一 批 北 庭 ,高昌 、 包 兹 、 伽 师 ( 朴 勒 ?)、 

[上 ] 肛 . R，Henning，Sogaea ，5nadorn 1940,.p.2. 

【2 ] 了 肿 . 氏 Milkr， 丽 a Poppeiplags aus ninens paniefiisefenm 且 mmanerbuch (Wo- 

站 menag ) 《ATPAW 19121，Berlip 1953 ,Pb .3 一 4， 

【3 AP 了. 网， Royee, 放 Reader ii 打 anirheseaiz iis Perrir and Parian 

Laiden [5 ,P- 和 2 三， Sondepnanmm， “Iranian Manichaecan zdan Teyxta concerning 

由 e Turfan Hegion”，Tiaren wmnd Ta 一 fear he iexts ,cd. ,和 由 .aonna, Finenye 

1982，P.?L 从 之 。 

{ 4 ] 证 . 放 ，Henning，“ 4 而 andg ihe “Toikhariane ”，Bieii of 乓 Snod arriemiat 

Staadies ,号 ，1938，P.566，n.21 J. 用 ，Hamilan、Les Diugjaurs 6 opogae 二 

CE 了 Drymrasries ,Paris 1955,p. 10; 麻 安 卓 天 《增补 : 宫 f 多 由 二 中 荔 作 北 许 

争夺 战 其 IE 二 有 丰 后 邮 西 域 情 拖 代 -2 立 》, 度 入 诲 两 美学 会 编 亚 浏 文化 史 

论 涉 ? 利 3 卷 , 末 高 ,1979 年 ,211 真 ; 才 所 $2 艺 下 京 字 人 者 记 才 机 六 汉字 

育 和 区 夺 太 学 报 ?f 京 部 ) 第 古 时 .1994 年 .331 页- 



拨 换 .下 居 .于 术 (- 一 作 温 宿 } 等 天 山地 区 诸城 镇 的 各 级 官吏 

名 ,其 中 既 有 不 少 是 带 有 罕 磋 回 售 系 官 各 或 称号 的 回 角 人 ， 

如 北 庭 主人 Beg Konki .高昌 主人 Tapiglig 将 军 ;: 也 有 一 些 是 

带 有 唐 井 官 称 的 议 人 ,如 北 应 的 大 将 军 节 度 便 、 龟 兹 节 度 

便 .所 换 的 曹 侍 纯 . 帆 划 的 央 副 使 和 5 这 一 方面 证 明了 老 

时 灌 北 回 船主 国 控制 这 些 地 区 的 忠实 ,同时 也 开明 这 些 地 

方 统治 者 对 麻 尼 教 的 支持 ,甚至 有 的 学 者 认为 诗集 题记 所 

提 到 的 这 些 地 方 ,很 可 能 透露 了 摩 尼 教 团 在 那里 的 存 

在 !2) 这 是 我 们 前 可 以 基本 确定 年 代 在 808 一 821 年 间 

的 一 件 摩 尼 教 文献 。 

[2) IB 6371(T.I.D.135) 半 勒 所 刊 摩 尼 教 灶 美 诗 题 

记 的 另 一 叶 , 其 中 发 愿 请 求 天 使 席 护 Uly iiq tingriqi qut 

bujiomig rdqimin 这 tatmigs alp qutluy kuluq bilga uyghur qaghan 及 

其 部 从 137 继 勒 比 定 这 位 回 休 可 评 就 是 7627763 年 第 一 次 

把 贿 尼 教 立 为 国教 的 件 羽 可 汗 (759 一 779 年 在 位 )1414 宗 

德 曼 和 克 林 凯 特 都 接受 了 这 种 看 法 ,并 认为 这 是 目前 所 多 

【1 地 和 的 出 由 见 Henning，” 4 可 and the "Tokhariars' ,pp.3565- 571; 于 术 的 比 

定 据 吉 由 丰 的 启 评 ,性 Page - Farkenr Journay 拓 ,1993,366 一 -367 摧 : 回 同人 

的 比 定 , 见 森 安 侍 夫 # 增 坤 ; 安 了 学 由 二 吐 蕊 四 北 庭 争 夺 战 及 众人 辫 罗 后 四 

西域 情势 芝 亿 Y 世 镁 12 215 页; 没 名 的 比 定 . 见 专 钳 蔬 区 和 芝 下 立 字 玲 

记 吾 扩大 担 于 商 》,371 一 372 页 。 

【2 ] Henning，”4nmi and the “Tokharians'”，p.567， an.i51 森 亦 学 夫 & 增 补 ， 品 了 六 

由 二 时 蔡 呈 北府 争 奎 虑 攻克 至 办 后 吧 西 域 情势 = 人 Dv 芯 》214--245: Sun- 

dermann ， Iranian Nanichaean Tozran Texta soncerninp the Turfan Region”, pp.31 一 

72. 

[3 FE. 如. 攻 . Muller,“Der Iiofataat einea Uiginen - Komigs” ，FestschrR Ar Nikeim 

Homen ,Leipeig ] 呈 12，PE.207 一 213 . 

【43 Waier，Ein Poppeliianm ma ea mnicoischen 朋 rrrumerniruch 【arnebriagy ， 

PE.4- 人， 上，Nieme， ”Wichiische Kolophone nd Kinige ”Since 

抽 amiciiaica ，eda ，， 本 iessner and ]1. -了 丁 . 和 imkeit, Wiesbaden 1992,p.326.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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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 时 的 一 件 吐 售 恤 出 土 中 吉 全 朗 语 厅 尼 教 文献 上 4 从 祈 

愿 的 语气 看 ,此 件 并 不 见得 就 写 于 件 羽 串 计时 期 ,因此 不 能 

肯定 它 就 是 最 早 的 吐鲁番 供 关 语 摩 尼 教 文献 ,但 从 其 内 容 

和 形制 来 看 ,把 它 询 人 最 时 的 一 指 摩 尼 教 文献 中 ,应 当 没 有 

问题 。 

(3] M 112 与 M 119 两 封 票 特 文 售 札 , 其 中 提 到 从 美 

素 不 达 米 亚 (Mesopotamia) 来 的 两 个 对 立 教派 一 一 Mihriya 和 

Miqlasiya 徒 仿 到 高 昌 后 ,与 当地 教 团 发 牛 的 联系 。 由 于 其 

在 摩 尼 教 传播 史上 于 的 重要 性 , 民 宁 早 在 1936 年 就 对 其 做 了 

考释 ,并 据 教 派 分 到 的 时 间 710 一 740 年 和 其 终止 期 880 年 ， 

认为 写本 年 代 在 763 年 回 够 信奉 摩 尼 教 至 840 年 西 迁 之 

闻 5 宗 德 曼 翻 译 并 深 人 探讨 了 两 封 信 的 内 容 ,并 把 年 代 

定 在 八 世纪 初叶 两 派 开始 分 裂 到 九 世纪 未 叶 吐 鲁 番 突 匠 化 

完成 的 中 间 (3 较 恒 守 更 为 宽泛 。 而 克 林 凯 特 则 采用 了 重 

宁 的 观点 !44 嗓 然 该 教派 结束 于 880 年 , 则 其 教徒 到 达 吐 

鲁 番 的 年 代 , 既 可 厅 此 前 ,也 可 能 在 此 后 ,但 不 会 太 上 晚 ,否则 

他 们 可 能 已 融和 人 当地 摩 尼 教 国 中 了 。 因 此 ,880 年 以 赣 的 

可 能 性 更 大 些 。 

{4) Mannemeim Fragment 下 上 用 栗 特 字母 写 的 中 古 波 斯 

[ 1 Sandermann,”Inanian Manichaean "Farfan 'Texta concerning the Tintfan Regiom” ,ph 

72- 7334 玉 ，- J，Klimmlket，Criosi on ie 本 放 Road。 Cnaotic Tenk 太 arms Cermrinad 

sic Mew York 1993,.p.271 - 

[2 才 . 了 Henring, “Neue Waterinalien ar Geachichte des Manichaiamus" ，Zettachrt 下 

aer Deuteehen jargerdanfischen CesetkchaF ,9.1936,pp.16- 18. 

[ 3 ]】 本 ，Sundermarnn “Eroblerme der Inrerprerarion manichaisach -- aoghzliachey Haricfe” ， 

Eromt Hereqaesas 生 训 一 天 aoirtiging， 井 . .Harmata， Barlapest 1984 pp .289 一 

316; 页. Sundernann， “Comfpietion and Comection of Archaaologioal Works hy Philo- 

Iogieal Means: the caue of the Turfan Texts" ,PPp.285 -~ 286 . 

【4 ]】 Jinkeit，Gnasis on phe 上 于 Road ，Fpb_261- 262 . 



语文 书 , 其 中 提 到 “Ay Tangridi Qut - bujmt AlPp-…Uyghur Xan 

已 同上 本 国宝 位 …… 全 力 支持 …… 整 个 宗教 (5 宗 德 曼 

氏 认 为 回 人 船 可 证 称 异 的 缺 字 可 补 “hilga” ,因而 可 以 比 定 为 

M i 中 的 四 骨 可 计 , 即 继 勒 所 说 的 晤 礼 可 计 (824 一 832) [2 

而 世 册 (P.Zzieme) 氏 则 寂 以 “qutuy” ,以 为 是 高 晤 回 艇 时 代 的 

可 汗 !3 此 件 用 中 十 波斯 语 书写 , 且 称 导 较 西 州 回 艇 时 代 

的 三 证 称 导 简单 !4) 宗 德 曼 氏 的 看 法 较为 可 好 ,但 如 同 M1 

的 可 洗 一 样 , 他 也 可 能 是 指 保 习 可 证 (808 一 321 年 在 位 )。 

(5) 工 下 KK Bondel Nr.D.173 这 件 文 书 用 回 何 文书 写 ， 

虽然 不 属于 仇 朗 语文 书 , 但 它 记 载 了 摩 尼 教 在 高 昌 的 早期 

情形 , 故 附 于 此 。 文 书记 Tangrikin uighur bughuy xan 于 羊 年 

到 高 昌 ,与 摩 尼 教 大 法 师 幕 闭 讨 论 摩 尼 教 团 的 问题 。 早 年 ， 

勤 柯 克 (A. von Le Coq) , 邦 格 ( 色 . Bang)、 葛 玛丽 (点 ，von 

Cabain) 、 田 板 兴 道 诺 氏 认 为 这 位 司 省 是 件 约 可 省 (759 一 779 

年 ) , 羊 年 指 767 年 于 未 。 后 来 , 安 部 健 才 . 森 安 孝 夫 等 氏 考 
定 为 怀 信 可 计 , 羊 年 是 803 年 话 未 【54 其 说 可 从 ,因为 767 

[ ] ] 下 ,Sm - 机 Hiare 有 H.Halen, “The Middle Iranian Fragrmnenig in Sopgian Seript from 

ihe Mannerheim Coliertion”，Saalie 人 ienfalin 51:1 了 .da by the Tinmiah Oriental So- 

aiety, Helsinki 1980，Pp.9 一 10. 

【2 ] 向 可 .pi0: Sundermanm “Iranjian Manichacan Tafan Txt conoeming the Turfen 

Regioo” ,pb. 陪 . 

13 ] Ja. ,pt 

[4 ] 大 辱 森 安 孝 夫 4 富 1 入 几 = 一 二 教 吕 不 研究 》 1 的 -一 1 站 页 ; 已. 古 eme， 

“Manichiisches Kolophome ud Kmige”，P，323 -327; Smdemmann， "Tanian 

arichaean Tardfan Txta canperming the Thdm Regiomn"， 印 .大 - 国 列 各 位 商 昌 

四 骼 可 证 称号 。 

[5]】 此 件 由 点 ， von Le Cog，*Ein manichischea Huch - Fragment aug fbhotacho”， 

【Etphr 撕 放 r [heim 了 ornren )》 刊 布 , 各 察 阅 法 详 参 琳 安 孝 去 《增补 : 训 1 

交 几 才 吐 蔷 呈 北府 争夺 战 有 昌 丰 这 罗 后 太 西 域 情 势 民 -2v 立 》.215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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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当 大 历 二 年 ,吐鲁番 仍 是 唐 西 州 辕 地 ,不 在 司 骨 汗 国 控 制 

之 下 。 这 件 文书 或 许 是 晚 出 回 角 文 材料 .但 它 却 提供 了 库 

尼 教 在 高 昌 地 区 车 现 的 最 早年 份 。 

以 上 五 条 材料 是 目前 所 能 郊 到 的 关于 高 昌 闽 尼 教 情形 

的 最 早 记 录 ,年 代 集 中 在 803 一 880 年 之 曾 , 揭 示 了 摩 尼 救 

在 高 昌 藻 行 的 早期 情 部 , 即 摩 尼 教主 要 是 来 自 西 方 , 在 丝 路 

北道 一 些 据点 已 经 立足 ,在 高 昌 也 渐 有 势力 ,以 致 漠 北 回 骨 

可 汗 也 来 癌 教 。 

如 果 我 们 把 上 述 材料 放 在 吐鲁番 历史 发 展 的 框架 中 ， 

就 不 难看 上 册 为 什么 它们 都 集中 在 803 一 880 年 之 间 , 这 并 不 

是 个 然 的 。 

从 唐 太 宗 贞 观 十 四 年 (640) 到 德 宗 贞 元 初 (785 一 792) ， 

西 州 一 直 在 唐 朝 的 直接 控制 下 , 上 引 贞 元 碑 及 其 他 吐 便 番 

出 土建 中 . 贞 元 时 期 的 文书 表明 ,直到 贞 元 六 年 前 后 , 西 州 

社会 仍 较 安宁 人 411。 关于 此 后 西 州 政权 的 转移 情况 ,史籍 记 

载 不 太 明 了 , 森 安 孝 夫 、 陈 国 灿 两 氏 均 有 考证 , 注 清 了 不 少 

混乱 药 史 实 ,但 也 有 些 问 题 从 有 不 同 看 法 。 西 州 政 权 从 唐 

朝 转 为 吐 世 还 是 回 髓 所 有 ,和 于 本 论题 关系 至 为 密切 ,以 下 略 

做 补考 。 

关于 西 州 陷于 旺 芍 的 年 代 ,《 元 和 和 群 县 图 志 》 卷 四 十 记 

{ 1 】 陈 必 知 ( 安 中 乱 后 的 二 磨 四 镇 》, 荣 新 江 编 4 唐 研 究 》 第 2 头 ,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

社 ,1996 年 ,427 一 428 页 。 



为 “ 贞 元 七 年 "。 然而 ,就 煌 写本 P.39184 人 金刚 坛 广大 清净 

陀 罗 尼 经 }》 题 记 有 如 下 文字 站 

此 & 金 刚 坛 广大 清关 陀 罗 尼 经 $, 近 刘 和 尚 潜 讳 县 

俏 ,于 魏 西 炙 译 。 至 今 太 唐 真 元 九 年 , 约 册 年 英 …… 其 

经 去 年 西 州 贰 陪 , 人 心 区 忙 , 收 输 不 着 ,不 得 本 来 万 

有 交行 代 广 林 , 先 日 受 待 , 昨 于 沙 州 , 略 有 讽 诵 。 僧 众 

息 闻 , 砍 鸡 顶 藏 , 威 请 留 本 ,相传 党 持 。 今 次 居 甘 州 , 来 

有 邮 者 , 焉 请 广 林 冰 梨 , 奉 口 抄 题 , 将 传 未 骂 。 未 疗 之 

者 , 苯 蛛 弘 持 , 广 仿 流 布 。 司 画册 七 月 十 五 日 , 击 州 没 

藩 官 菇 州 寺 户 逢 伊西 许 节 麻 留 后 使 判官 朝 散 大 夫 试 大 

修 鲫 赵 启 宾 写 ,与 广 林 闽 季 审 勘 核 ,并 无 差 谭 。 茧 愿 宣 

通 , 作 大 利益 。 其 广 栖 , 俗 姓 氏 也 。 乙 变 年 狼 , 得 向 

西元 本 其 , 头 记 凋 三 纸 ,来 不 得 , 余 校 竟 。 
和 

这 篇 题记 包含 了 许多 可 贵 的 信息 ,值得 再 过 沦 。 题 记 写 于 

贞 元 九 年 (793) ,其 奈 说 的 “去 年 西 州 需 陷 ”, 按 汉文 原意 并 

参照 作者 被 呈 蕃 据 为 壬 州 夺 户 - .点 ,可 以 认定 是 西 州 于 页 

元 从 年 兽 陷 于 吐蕃 之 手 !24 作者 赵 摩 宾 产 为 唐 伊西 庭 节 

[1 

[21 

凶 罩 泛 4 中 国 白 代 写 林 训话 集 录 ?》, 东 高 大 学 东洋 文 任 研 究 所 ,1990 年 ， 

31S 一 346 页 ,No.o24， 几 132， 

参看 陈 国 灿 《 从 . 九 世纪 阁 唐 贺 西 州 统治 权 的 转移 $ ,4 而 轩 南 北朝 隋 虎 中 次 

料 # 第 8 辑 ,1986 年 ,5 上 页。 这 人 条 材料 禹 时 由 上 山大 起 民权 出 , 见 所 摆 《 旦 

信 译 :金刚 坛 广 大 请 记 院 罗 尼 到 )》 光 龙 和 仔 大 学 论 集 ?第 399 号 ,1972 年 ， 
HL 一 凶 页 。 而 最 时 用 来 讨论 陷 莓 年 代 者 ,是 森 安 兰 夫 & 增 补 : 空 1 图 小 二 时 

茧 四 北 麻 委 夺 战 县 让 二 四 后 中西 战 情势 记忆 ?227 一 231 页 。 但 森 安 

磺 的 解说 与 及 图 贴 氏 不 同 , 今 用 陈 氏 说 法 间作 补充 。 梧 而 ,上 山大 迪 4 部 烛 

佛 救 史 研 究 宁 京 莉 芒 蕊 馆 ,1990 第 ) 存 论 及 此 卷 时 , 仍 用 森 雪 学 去 的 观点 。 

ER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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庆 和 留 后 使 ( 杨 黎 十 2) 手 下 判官 ,为 叶 攻 活 担 后 ,被 迁 往 甘 州 

为 演 户 ,其 问 曾 去 留 钞 州 ( 裔 )。 他 在 点 元 九 年 发 西 岁 ,与 

同 是 西 州 来 的 僧 广 林 尚 梨 共 同 勘 校 此 经 抄 文 , 到 乙 效 年 

(795, 贞 元 十 一 年 ) 秋 , 允 得 到 机 会 加 到 西 州 对 寺 原 本 。 题 

记 的 最 后 一 名 .应 当 是 乒 来 补 写 的 ,我们 虽然 不 清楚 赵 彦 宾 

等 如 何 离 甘 州 向 西 勘 本 ,但 这 和 件 文书 留 在 了 敦煌 ,说 明确 实 

是 做 到 了 的 事 . 

森 安 孝 夫 氏 论证 厂 791 年 吐 藉 与 回 骨 北 应 之 战 后 , 虽 

然 北 庭 争 夺 战 中 凹 锡 失 由 , 但 其 后 和 不久 , 回 何 即 控制 了 天 出 

东部 地 区 ,从 北 许 高昌 ,一直 色 需 者 . 凶 兹 避 ], 均 人 漠 北 四 

何 计 国势 力 范围 。 其 说 甚 是 。 具 悼 到 西 州 , 赵 彦 宾 题 记 似 

乎 透露 出 ,页 元 八 人 第 聊 获 后 ,很 快 又 得 估 复 ,因而 才 使 得 贞 

元 十 一 年 的 向 西 校勘 原本 成 为 可 能 。 无 独 有 偶 , 笔 者 曾 在 

静 嘉 堂 文库 所 藏 梁 玉 书 ( 素 文 ) 旧 总 叶 鲁 番 文 书 中 , 找到 一 

件 残 文 节 , 存 字 一 - 行 123 

贞 元 十 一 年 正月 日 了 录 事 (下 残 ) 

录 事 为 唐 地 方 官府 之 下 级 官员 ,县 文书 形式 严整 ,与 此 前 填 

朝 官 文书 无 异 。 据 此 . 颇 就 贞 元 从 年 西 州 聊 著 后 , 唐 朝 的 统 

治 秩序 很 快 得 以 恢复 .《 旧 唐 书 》 卷 一 九 六 《4 吐 忒 传记 北 庭 

之 战 后 ,接着 说 :… 自 是 安西 阻 绝 , 莫 知 存 否 。 唯 西 州 之 人 狂 

为 圈 守 下 。 说 的 或 许 就 是 这 种 情形 。 无 论 如 何 , 敦 煌 吐 鲁 

[【 1 ] 森 安 夫 才 《 描 补 : 字 了 1 终 几 二 吐 厚 四 北 麻利 夺 战 及 永志 四 后 办 西域 情势 i= 

DT》201- 226 页。 

【2 过 新 江 # 静 训 常 文库 鄙 吓 鲁 王 实 料 简介 》, 部 奴 吐 重 熏 学 研究 论 集 ,北京 ， 

1956 年 , 182 183 页 



番 两 地 出 土 文书 都 记 有 睦 元 十 一 年 时 西 州 唐 朝 官 定 的 行 
放 , 是 应 闻 充 分 重视 的 14 

更 值得 注意 者 ,还 有 敦煌 写本 P.2132k4 人 金刚 般若 经 宣 

滨 》 卷 下 几 条 不 同时 间 写 的 题记 上 324 

建 中 四 年 (783) 正 月 十 日 , 僧 义 条 写 其 记 。 

贞 元 十 丸 年 4803》,， 听 得 一 让。 

又 至 委 未 年 (803) 十 二 月 一 日 , 听 得 第 二 遍 旋 。 

壮实 年 (810) 十 一 月 十 八 日 , 听 第 三 遍 了 。 

义 条 上 听 。 

常 大 德 法 病 说 。 

据 P.2044 四 分 律 刷 每 补 闪 行 事 甸 ? 卷 于 题记 “ 广 德 隔年 

《764) 七 月 四 日 僧 义 琳 于 西 州 南 平城 城西 裴 察 塔 写 记 故 

记 。 (31 知 尽 琳 是 西 州 和 尚 。 纱 州 自 贞 元 三 年 (786) 陷 莫 

后 ,不 再 使 用 唐 志 年 号 纪年 ,而 此 处 之 贞 元 十 九 年 文书 , 角 

然 发 现 于 敦煌 藏 经 澜 ,但 应 当 是 在 西 州 写成 ,后 来 携 至 沙 

州 。 这 条 上 元 干 九 年 / 俱 未 年 交 幸 使 用 的 题记 ,暗示 着 唐 彰 

势力 最 终 被 取代 前 时 间 , 这 次 的 蔡 代 者 不 是 吐 蔽 ,而 是 回 

散 , 因 为 上 举 TIK Bondel Mr.D.173 回 锅 文 文书 , 怡 好 记载 

了 町 散 可 省 于 803 年 到 高 昌 。 把 前 后 两 个 事情 联系 起 来 ， 

不 难 认 为 803 年 江北 回 骼 可 汗 的 高 昌之 行 ,除了 其 宗教 使 

命 外 ,还 有 某 种 政治 意义 。 

【1 陈 国 相 《 安 虫 乱 后 的 一 庭 四 镇 $.430-431 页 呈 此 文书 出自 库 车 , 反 遇 的 胰 

安西 史 事 。 他 不 取 。 

【2 】 怨 幢 溉 & 中 国 古 代 妇 本 识 语 集 录 $.31! 现 ,No.9l4。 

[3 】 凶 腹 赵 《 中 国 凯 慌 写 本 识 语 集 录 .308 页 .Wo .898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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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个 地 方 宗教 的 蛮 化 ,并 不 因 政治 的 突然 变化 而 马上 转 

变 。 真 无 年 间 的 西 州 亚 然 佛教 仍 占据 统治 地 位 ,但 其 803 年 

加 骼 可 计 来 高 生 访 问 摩 尼 教 师 的 情况 看 , 摩 尼 教 在 此 前 已 经 

有 所 发 展 。 然 而 , 西 州 政治 的 变化 情况 与 从 不 局 , 它 先 被 时 

昔 短 暂 占 领 , 后 经 唐人 的 一 度 重 据 , 最 后 为 回 休 所 有 。 我 们 

知道 ,中 蕃 每 攻占 一 地 ,往往 把 当地 的 官僚 和 高 僧 等 其 有 社 

会 号 召 力 的 人 士 迁 往 别处 , 叶 闽 占领 西 州 昌 短 ,但 显然 做 了 

这 种 迁徙 工作 。 上 人 举 灼 煌 文书 所 记 唐 伊西 庭 节 度 留 后 使 判 

官 划 和 散 大 夫 试 大 仆 几 赵 彦 宾 、 僧 广 宁 阁 条 .二 义 琳 等 ,P.2732 

《 弧 观 论 } 题 记 中 的 “ 醛 州 落 攻 僧 怀 生 ”!) 均 属 此 类 (2 世 

家 大 族 .官吏 .高僧 是 汉文 化 以 及 汉化 佛教 的 传 生 者, 他们 的 

离 去 ,使 得 配 州 汉文 化 的 根基 被 抽 守 。 相 对 于 西 州 而 言 , 部 

煌 之 所 以 可 以 保存 更 多 的 汉文 化 ,原因 之 一 就 是 在 降 藉以 

前 ,与 吐蕃 订立 了 "“ 勿 徒 他 境 " 的 盟 芍 (54 西 州 佛教 教 团 中 

领袖 人 物 的 迁徙 他 境 , 必定 削 红 了 西 州 佛教 的 势力 , 而 此 后 

的 事实 表明 , 摩 尼 教 的 势力 借 机 而 起 ,这 就 是 我 们 看 到 最 早 

一 批 贫 朗 语文 书 为 何 集中 在 803 年 以 后 出 现 的 原因 之 一 。 

从 另 一 方面 来 讲 , 摩 尼 教 虽然 早 在 bp4 年 就 传 到 中 原 ， 

但 因为 良 记 政府 很 快意 识 到 该 教 教义 易 为 反叛 者 所 用 ,于 是 

企 ?23 年 下 令 禁 止 该 教 传 布 。 安 中 乱 后 , 摩 尼 教 在 漠 北 加 由 

证 国 被 立 为 国教 ,于 是 在 回复 的 庭 护 下 重新 在 唐 朝 境 内 公开 

传教 。 胡 三 省 《 通 鉴 注 》 引 《 唐 书 会 计 》 卷 十 九 记 大 历 三 年 

《768) , 良 朝 " 救 赐 回 骨 摩 尼 , 为 之 置 夺 , 赐 额 为 大 云 光明 '。 

【1 上 出 太 峻 《4 缉 炬 佛教 史 研 究 》,405 页 。 

[ 2 ] 陈 国 灿 《从 .上 几 世纪 间 唐 朝 西 州 统治 权 的 转移 ?17 页 注意 到 这 一 情 识 。 

[ 3 】〗 乔 看 菜 新 洒 k 归 义军 虫 研 究 》, 上 海上 古 苦 出 版 社 ,1996 年 ,257 页 。 



六 年 正月 , 玉 蝎 斌 、 湛 , 越 等 州 , 各 置 大 云 光明 等 一 所 。 回 骨 之 

摩 尼 教徒 得 以 立足 唐 朝 丙 京 和 南方 商业 发 达 地 区 ,但 末 闻 在 

西北 有 和 何 发 展 。 元 和 元 年 (306) 以 后 , 回 髓 摩 尼 教 徒 频繁 往来 ， 

有 的 一 年 于 转 , 摩 记 教 必 借 此 广 谤 流传 上 5 这 一 摩 尼 教 流行 

的 极 盛 期 , 也 正好 是 出 士 文献 所 见 高 昌 摩 尼 教 初 传 的 年 代 。 

志 田 丰 氏 列 布 的 柏 孜 克 里 克 千 佛 润 新 出 摩 尼 教 信 村 ， 

为 我 们 研究 高 昌 回 髓 摩 尼 教 团 及 其 与 外 界 的 联系 ,都 提供 

了 十 分 重要 的 史料 。 但 现存 的 材料 中 ,能够 证 明 高 昌 回 角 

主 国 以 前 摩 尼 教 存 在 的 史料 并 不 多 ,笔者 在 此 对 考古 文献 

两 类 材料 略 加 考 辨 ,以 期 判别 出 最 早 的 一 批 高 昌 摩 尼 教 文 

献 ,并 把 它们 镰 几 到 合理 的 历史 画面 当中 。 

通过 以 上 讨论 ,笔者 认为 , 唐 朝 统治 西 州 时 期 ,佛教 兴 

盛 , 摩 尼 教 很 难 在 丁 谷 . 宁 瑚 两 才 帘 建立 自己 的 寅 使 。 摩 尼 

教 在 高 昌 的 出 现 ,与 792 年 吐 碍 占领 西 州 后 迁 走高 昌 官 更 

及 高 人 展 有 关 ,佛教 的 训 落 为 摩 尼 教 的 兴起 提供 了 时 机 。803 

年 漠 北 回 骼 省 国 直接 控制 高 昌 后 , 摩 尼 教 团 立 稳 脚 跟 ， 并 

基 渐 广泛 传播 。 到 840 年 回 钥 西 迁 高 昌 后 ,更 立 为 国教 , 摩 

尼 教 最 终 迎 来 十 世纪 上 半 叶 的 辉煌 时 代 。 

【 原 载 + 中 国学 术 ? 第 1 辑 ,2000 年 

【1 ] 参看 也. Chavannea at PPellio, ”Un traitg manichken retmoovg en Chine" ，Jorrrmal 

4xinuine ，1913，Pp .区 - 392; 及 二 《于 尼 教 和 人 中国 考 3. 原 载 《 国 学 季 州 ?第 

上 区 第 2 母 ,1923 年 ,此 据 《 陈 志学 术 论文 集 ? ,北京 ,1980 年 ,332 一 342 虎 所 

刊 校订 本 ; 林 悟 殊 世 麻 尼 孝 及 其 东 渐 》?, 北 京 ,1987 年 ,37 一 凶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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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篇 

汉 唐 中 西关 系 史 论著 评介 





赫 德 进 4 欧 锅 写 中国， 

欧洲 与 中 国 基 现在 东西 方 两 天 文明 的 中 心 . 它 们 都 有 

着 悠久 的 文化 传统 ,而 且 迄 今 仍 然 富有 生命 话 力 。 但 是 ,应 

当 承 认 的 尾 ,虽然 今 天 先进 的 交通 工具 马 经 大 大 缩短 了 东 

西方 之 癌 的 距离 ,但 两 种 文明 背景 下 生存 的 人 们 ,并 设 有 因 

为 交往 的 更 加 频繁 曾 失 去 本 色 。 在 相当 黎 的 问题 上 ,东西 

方 的 价值 观念 党 全 不 同 , 由 此 往 杜 引 超 两 种 势力 的 对 抗 。 

不 岗 国 家 和 地 域 间 的 和 平 共处 应 当 建站 在 相互 沟通 .交往 

和 理解 上 ,但 这 不 是 -- 朝 一 名 所 能 达到 的 。 面 对 现实 .人 们 

一 定 想 昌 了 和 解 在 遥远 的 古代, 东西 方 之 间 的 交往 已 经 达到 

什么 样 的 程度 , 特 细 是 想 知 道 欧 洲 和 中 国 的 关系 如 何 。 替 

德 逊 (C.F- Huqson)k 欧 洲 与 中 国光 Btrope and China) 一 书 

的 副题 是 "从 声 代 到 1800 年 的 双方 关系 概述 ”《 4 Surpey of 

Tar Relations 万 om 届 e argfiest Tirmes 加 1800),， 正好 回答 了 

我 们 的 问题 。 此 书 早 在 1931 年 就 由 伦敦 的 爱德华 .阿诺德 

公司 出 版 ,六 十 年 后 由 中 华 书 局 组 织 专 家 翻译 ,于 1995 年 4 

月 出 版 。 今 日 重读 ,觉得 书 中 一 些 观 点 仍然 有 它 的 学 术 价 

值 ,值得 我 们 参考 。 

《下 了 丑 灿 张 界 》 闪 窗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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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书籍 幅 不 大 ,其 由 前 年 和 十 齐 组 成 。 前 言 压 对 中 辐 

和 欧 浏 美 系 史 的 概 说 ,他 比较 了 趾 种 文化 的 特性 ,特别 指出 

前 者 对 后 考 的 影响 ,批评 西方 史学 家 对 亚洲 访 虫 的 乱 视 ,他 

还 分 析 了 欧洲 霸权 建立 的 原因 .以 下 第 一齐 《 谓 风 之 外 》， 

利用 和 希 占 文献 亚 里 斯 特 亚 王 所 篆 《 阿 里 马 斯 比 亚 》. 把 欧洲 

获 得 关于 中 国 的 知识 的 年 代 , 从 此 前 人 们 认为 的 会 元 前 不 

各 ,提早 到 前 六 或 七 世 红 。 第 一 章 《 张 蹇 》 .叙述 丝绸 之 路 的 

开通 - 第 章 《 丝 路 贸易 》, 详细 阑 灵 公 元 -- 至 一 过 纪 中 同 

与 田 妆 问 的 癌 楼 贸易 。 第 门 章 《 偷 运 来 的 重 》, 征 究 三 至 八 

捧 纪 阅 丝 路 上 各 种 中 间 势 力 的 作用 和 变化 。 第 五 学 《 讨 划 

大 统 党 下 的 和 于 》, 进 过 元 时 期 的 中 了 欧 交 往 。 第 六 章 《 绕 过 

非洲 的 道路 》, 第 七 章 《 取 道 墅 西 王 》、 第 八 章 《被 包围 的 中 

国 ,论述 了 从 欧洲 发 现 新 航路 ,到 西方 列强 从 海上 侵 人 中 

国 的 历程 ,其 中 包括 东西 方 商业 贸易 的 发 展 。 第 九 章 《 罗 珂 

珂 风 枯 少 ,研究 十 八 直 纪 由 于 贸易 而 转 销 到 欧洲 的 丝绸 . 砍 

避 .漆器 对 欧洲 艺术 的 影响 。 第 十 章 《耶稣 会 士 在 北京 》, 重 

点 探讨 了 通过 耶稣 会 王 传 播 到 侈 训 的 中 国文 化 。 

本 书 系 统 地 概述 了 古代 欧洲 与 中 国 的 交往 史 , 有 些 地 

方 还 有 作者 本 人 的 考证 和 见解 。 现 在 看 来 有 些 好 像 是 常识 

性 的 东西 ,但 从 学 术 史 的 角度 来 讲 , 替 德 示 的 这 部 著作 是 有 

贡献 的 。 邹 使 今天 证 起 来 , 仍 有 很 大 的 参考 价值 。 古 代 有 

闫 欧洲 和 中 国 历 史 的 记录 十 分 有 限 ,而且 大 多 数 是 片 言 只 

语 , 作 者 在 观察 历史 上 的 一 些 片段 记载 后 ,不 仅 条 埋 出 清楚 

的 发 展 脉络 ,而 旦 有些 地 方 做 了 理论 分 析 。 其 中 特别 值得 

提 到 的 是 ,作者 在 《经 路 贸易 ?一 章 中 ,运用 一 些 商 业 的 基本 

原则 来 如 以 分 析 。 如 他 归纳 出 古代 商业 成 本 的 三 个 组 成 部 

分 , 妓 () 运 输 费 ,(2) 交 通 及 过 境 竟 ,(3) 征 发 . 抢 动 和 诲 软 



所 造成 的 损失 , 卓 此 看 出 公元 前 后 罗马 帝国 及 世界 大 部 分 

邮 区 经 济 丘 太 增长 的 师 困 ,以 及 为 什么 在 此 时 发 更 了 巾 红 

诲 钳 印 度 的 航线 ,因为 海上 贸易 要 较 陆 [贸易 的 成 本 少 。 

也 正 是 由 于 中 介 商 的 利益 丰厚 ,所 以 罗马 和 中 国之 问 的 丝 

绸 贸易 一 直 是 间接 进行 的 。 他 还 用 这 一 方法 分 析 了 加 马 积 

中 国贸 易 中 的 变换 物品 ,指出 罗马 上 上 流 社会 希 求 的 是 东方 

的 千 修 品 ,如 香料 .珠宝 .丝织品 ,年 东方 君主 则 主要 是 想 获 

得 黄金 和 日 银 ,这 种 贸易 给 予 罗 马 世 界 的 货币 化 经 济 体 系 

以 识 重 打击 。 另 外 ,作者 眼界 开 阁 ,往往 从 对 比 中 在 出 问 

题 。 对 于 蒙古 的 西 征 ,他 认为 不 像 -- 些 欧 训 史 家 所 描 忆 的 

都 样 对 欧 训 有 那么 大 的 威 助 ,通过 对 比 后 他 指出 , 蓉 古 征服 

的 主要 对 象 始 终 是 中 国 的 中 原 于 吉 , 而 且 这 也 是 蒙古 人 最 

难 征服 的 地 区 。 在 许多 方面 ,作者 又 这 用 了 政治 学 的 方法 

来 分 析 问 题 。 

赫 德 直 反 写本 书 时 是 英国 牛 当 大 学 万 站 学 院 的 研究 

员 , 除 了 本 蔬 之 外 ,他 还 著 有 《远东 在 世界 政治 生活 中 的 地 

位 -一 一 当代 史 研 究 江 Te Far Past 训 orid Pofitics: 4 stadtr 

妆 recent 下 siory) ，1937 御 伦 敦 生 津 大 尝 出 版 社 出 版 ， 浆 -与 

拉 杰 施 曼 (Marthe Rajchman) 合 著 《 远 东 政 治 图 监 》( 4m 4tias 
Br Fr 五 asterm Poliiacs)，1938 年 伦敦 非 们 和 尔 兄 第 公司 上 出 版 。 

他 还 曾 给 猪 文泰 多 (Riehard Lowenthal) 和 表 克 法 压 尔 (Rod- 

erick MacEarquhar) 合 著 的 4 中 苏 论 战 一 一 文献 与 分 析 》( Te 

Sipo - Sogiet 有 Dispate Pocunaertted errd dacpsed) 一 书 作 过 

序 , 此 书 1961 年 由 《中 国 季刊 ?》 琳 志 社 出 版 。 由 此 可 以 看 

出 他 的 学 术 背 景 ,也 就 容易 理解 他 - 节 中 所 用 的 方法 和 至 论 。 

中 译本 文字 通顺 ,大 体 表 还 出 作者 的 原意 。 但 仍 有 些 

专 有 名 词 谋 错 . 其 中 成 出 显 的 是 9%6- 100 页 间 的 Turs( 突 

娃 灿 汪 是 》 玫 赣 厅 

面 

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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厄 人 ) ,都 被 将 成 “十 耳 其 人 ”, 不 过 这 是 日 前 许多 出 版 物 中 

都 有 的 误解 。 

欧洲 与 中 同上 臣 离 和 远 ,有 关子 稣 会 凸 到 来 之 前 双方 诡 

往 的 史料 不 和 多 ,在 中 外 关系 咒 的 领域 里 属于 较 弱 的 一 个 方 

商 。 近 年 出 版 了 瑟 进 著 k 中 国 与 罗马 一 一 汉代 中 西关 系 研 

究 # 广东 人 民 出 版 社 .1990 年 ) 和 他 翻译 的 梯 加 特 {Freder- 

ick J，Teggart ) 著 《 罗 马 与 中 国 一 一 历史 事件 的 关系 研究 多 

(Rone Cn CRinaG .Sady orcorrelatrons 矶 及 sioricat epertis ， 

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39; 北京 人 民 交 通 出 版 社 ,1994 

年 ); 有 关 明 铺 时 期 的 中 欧 关 系 研 究 也 有 不 少 新 著 新 译 发 

表 . 希 望 今后 这 一 领域 有 更 多 的 成 果 癌 世 。 

【 原 载 { 书 品 》1996 年 第 2 期 } 



D.D.Leslie 和 KK.H.J.Gardqiner 

《汉文 史料 中 的 罗马 剖 国 》 

由 于 近代 以 来 中 国 与 欧洲 的 关系 处 在 十 分 重要 的 位 

置 , 所 以 东西 方 学 者 对 于 古代 中 辐 与 欧洲 的 关系 问题 也 就 

予以 特别 的 关 广 。 深 唐 之 间 中 国史 料 中 的 "大秦 "和 是 方 古 

典 文 献 中 的 "Seres”“ (经 国 ) ,在 很 长 时 间 里 一 直 是 学 者 们 努 

力 琛 讨 的 对 象 。 早 在 1885 年 ,党 德 1LF. Hirth) 就 把 中 国史 籍 

中 有 关 大 秦 和 拂 藉 ( 隐 唐 以 后 指称 东 罗 马 帝 国 的 和 名字) 的 记 

载 辑录 并 翻译 成 英文 , 书 名 & 中 国 与 罗马 东部 地 区 ?3 China 

and jie Roman Drien ) ,在 上 海 出 版 .结论 是 大 秦 或 拂 穆 主 

要 是 指 罗马 帝国 的 东部 地 区 , 即 叙 利 亚 。 此 书 由 朱 杰 勤 译 

成 汉文 , 题 k 大 秦 国 全 录 》(1964 年 商务 印 书馆 出 版 )。 另 

外 , 芝 佑 司 (G. Coedas)《 和 希腊 拉丁 作家 远东 古文 献 辑 录 》 

Rates df Glenrs Brecs el tins regat 的 站 1 EtrEmie Cient ， 

Paris 1910; 耿 异 汉 译 本 ,中 华 书 局 1987 年 版 )、 玉 和 尔 (《H， 

Yule) 与 考 狄 (H.Cordier 冯 古代 中 国 阔 见 录 》( Cathay and ie 

Tay Titper, 4 wls.，London 1913 一 1916) 两 书 ,汇集 并 翻译 

了 西方 古典 文献 中 有 关中 国 的 史料 。 张 星 粮 《 中 西 变 通史 

才 王 悄 昌明 村 瘀 册 才 党 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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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 沪 编 儿 ( 辅 仁 天 学 1930 年 版 ;中 华 书 局 1977 年版 ) 第 - 

册 ,也 并 集 闭 补 了 中 西 文 有 关 大 泰 的 史 糙 并 逐条 加 以 考 辩 。 

以 后 , 沙 辆 (已 .Chavannes) . 们 希 和 (P, Pelliot) 、 赫 尔 友 (A， 

[Hermann) ,外 鸟 库 吉 . 马 伯 乐 (H. Maspero) 等 人 ,都 村 大 夫 国 

问题 的 讨论 提出 过 党 有 影响 力 的 一 些 看 法 ,或 者 补充 了 一 

些 前 人 遗漏 的 新 史料 。 介 是, 不论 大 秦 与 中 国之 间 ,还 是 丝 

国 写 希 腊 罗 马 之 间 ,都 距离 避 远 ,有关 的 史料 充满 了 传奇 色 

彩 ,而 地 和 的 对 将 往往 因为 议 文 占 音 的 构 拟 和 西 文 原文 的 

不 明确 而 无 法 得 出 图 清 的 结论 。 
在 西方 史学 界 对 大 秦 国 的 问题 相对 米 进 涡 宫 了 很 长 一 

段 时 间 后 ,我 们 评论 的 这 部 书 的 两 位 作者 D.D.Leslie 和 天 ， 

日 .J. Cardiner, 1982 年 合作 发 表 了 k《 汽 代 中 国 对 西亚 的 认识 

(Chinese 用 nowiledge of 全 estern Asia during the Han，7 ”orm 吉 

Pao ， 全 ,254 - 308) 一 文 , 开 始 了 他 们 对 大 泰 问题 的 人 台 作 和 研 

究 。 经 过 上 多 御 的 探讨 ,1995 年 他 人 科 发 表 4“ 条 条 大 路 通明 

马 ” 一 一 中 国 对 允 马 帝国 的 认识 》( 1] Roads Lead io 

有 ome”: Chinese Knowledge of 由 e。 Roman Empire，Jorurnai or 

sian 开 siory ,29. 81 -81) 一 文 ,实际 就 是 即将 出 版 的 这 部 

专著 主要 观点 的 概述 。1996 年 ,他们 的 名 为 《汉文 史料 中 

的 罗马 帝国 》( 7pe Ronm 丙 mpire 训 Cipmese Sotrrer) 一 书 ， 

作为 《罗马 大 学 东方 研究 具 刊 } 第 15 卷 , 在 轴 己 出 版 。 全 书 

共 Xwi+422 页 ,由 前 言 .正文 .附录 .年 表 . 地 图 .参考 文献 

目录 和 索引 组 成 ,体制 颇 为 完善 。 

本 书 的 正文 由 两 部 分 共 21 章 组 成 。 第 一 部 分 共 10 

章 ,首先 介绍 正史 .类书 以 及 其 他 汉文 史料 ,考古 和 钱币 材 

料 , 以 及 希腊 罗马 文献 ,并 讨论 他 们 的 可 信 程 度 .年 代 . 消 息 

传递 和 古音 等 问题 。 接 着 按 年 代 翻 译 史 料 ,并 对 照 前 人 的 



翻译 利 解说 ,加 以 详细 的 注释 。 所 译 的 有 关 大 替 的 史料 , 包 

播 { 史 记 》 必 汉 书 》 《后汉 书 》《 后 汉 纪 》《 魏 轿 : 西 戎 传 》、 

《 但 书 》 .康泰 4 外 同 传 ?、 各 种 & 异 物 志 让. 人 南方 草本 状 训 人 玄 

中 记 放 , 广 志 》 等 晋 代 史 料 《 深 -上 >》《 魏 书 》. 宋 书 》.《 隋 

书 》《 洗 了 估 蓝 记 》 必 后 魏 上 》、.《 通 典 》 后 地 坟 》 必 洽 闻 

jcy 《大 过 景 教 撤 行 中 国 碑 》《 太 清 金 六 神 丹 经 》 必 北 户 

汲 $》 必 史记 正义 $. 太 平 御 览 $《 大 胖 广 记 》 等 等 ,作者 不 收 

有 关 拂 条 的 史料 ,其 所 收集 的 有 关 大 秦 的 史料 可 谓 富 侨 。 

第 一 部 分 的 最 后 一 章 是 关于 西方 古典 文献 的 介绍 ,只 有 十 

种 ,没有 什么 特别 之 处 。 第 二 部 分 是 《历史 ,地理 和 请 言 学 

的 对 证 》, 所 讨论 的 问题 有 : (1) 中 西 文 史料 的 历史 背景 ,以 

便 为 下 面 的 考 让 提供 依据 。(2) 最 早 的 消息 和 联系 ,指出 上 

设 史料 没有 提 到 过 大 秦 , 只 是 到 东 没 时 ,中国 才 首次 得 到 大 

秦 的 消息 。 作 者 讨论 了 甘 英 出 使 大 秦 问 题 , 公 元 100 年 的 

蒙 奇 忽 勒 两 国 使 者 问题 ,166 年 明确 的 罗马 皇帝 安 敦 的 使 

者 来 华 问 题 ,226 年 大 秦 商 人 秦 论 到 东 吴 的 问题 等 。(3) 陋 

上 和 海上 通道 。(4) 天 泰国 的 城市 ,包括 三 所 都 域 和 安 谷 、 

迟 散 . 乌 和 天 . 安 都 。(5) 大 秦 的 属国 。(6) 大 秦 的 宝石 和 其 他 

异物 ,包括 动物 与 动物 制品 植物 .香料 与 调味 品 .矿物 与 化 

学 制品 ,宝石 .玻璃 与 水 晶 .织物 等 。(7) 一 些 特殊 的 问题 ， 

如 大 乌 卵 .上 肪 人 或 幻 人 、 宝 国 、 钱 币 .罗马 的 丝 和 每 .珊瑚 与 

融 瑚 岛 .中 国 的 西亚 移民 “大 秦 " 其 名 .大秦 的 统治 。(8) 有 

关 大 秦 国 的 种 种 忧 阅 。(9) 西 亚 的 重要 国家 和 地 区 ,包括 安 
息 (ithe Parthian FEmpire) `. 弄 干 / 犁 建 / 和 型 轩 / 条 支 {fthe Seleueid 

Empire)、 乌 飞 山 离 {arachosia) . 周 宾 (Gandharna) ,天 符 (indi- 
a) 这 蔡 (he Aorsi) 等 等 。(10) 其 他 地 理 比 定 。!11) 传 说 的 

地 区 和 和 极 西 地 区 。 遂 过 对 历史 事件 .大秦 国名 物 .国家 和 地 

395 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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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 等 地 理 单元 的 比 定 , 作 者 最 后 的 结论 是 ,中 国史 料 中 的 大 

秦 ,不 是 夏 德 所 比 定 的 罗马 东部 地 区 (叙利亚 } ,也 不 是 伯 和 希 

和 认为 的 埃及 亚历山大 城 ,而 是 指 以 罗马 为 都 城 的 整个 园 

马 帝 国 。 

由 于 大 秦 癌 题 是 学 术 界 长 期 关注 的 问题 ,有 关 的 研究 

成 果 散 发 在 东西 方 的 学 术 刊 物 当 中 ,收集 二 分 不 易 。 作 为 

西方 学 者 ,本 书 作 者 在 收集 西方 学 者 的 研究 成 果 方 面 做 得 

较为 彻 底 ,但 也 有 遗 尘 , 如 T.H.Baret 书评 (8BS043，61.1， 

1998) 指出 的 伯 箱 和 ReecRhercehes str jes Chreiiens 4sie 

Cenire 肥 好 如 Euireme - DOrei 末 。 屋 如 下 .G. Pulleyblank 书 

评 ( MOS, 119.1，1999) 提 到 的 吴 其 恒 (Wu Chi - yu) 的 “入 

pmpos qu nom geographique Tiao - tehe sous les Han tf deies 到 

是 Xe CorSreEs des orientagistes: Chine ameiertie ，Pairs 1977， 

347 -- 352)。 相 对 来 说 ,作者 对 中 国学 者 的 相关 研究 成 果 似 

乎 关注 更 为 不 够 ,如果 是 相同 的 结论 ,可 以 为 他 们 的 说 法 提 

供 佐证 ,并 节省 篇 幅 ; 不 同 的 结果 , 也 可 能 会 影响 到 他 们 的 

基 些 考证 结果 。 如 孙 镶 党 《条 支 -~ 一-- 读 ( 汉 书 ,西域 传 ?札记 

之 二 4 文史 ?第 6 辑 , 中 华 书 局 1979 年 版 ), 对 条 支 为 
CharacenefCtesiphonSeleueia) 说 从 地 理 上 给 予 支 持 , 并 解释 

了 把 它 与 Antiochia 勘 同 的 语音 问题 。 如 果 作 者 能 够 利用 孙 

氏 的 研究 成 果 , 则 对 自己 的 结论 会 有 很 大 的 帮助 。 又 如 ,由 

于 资料 零散 ,作者 对 有 关 大 秦 的 宝石 和 其 他 舱 来 品 的 资料 

收集 和 分 类 考释 , 颇 黎 贡献。 但 他 们 没有 特别 关注 中 国 的 

考古 资料 ,所 以 在 讨论 物质 文化 的 传播 时 ,未 能 利用 考古 资 

料 的 帮助 来 解说 许多 文献 所 无 法 交待 明白 的 地 方 。 关 于 均 

马 的 玻璃 器 ,安家 瑶 《 中 国 的 早期 玻璃 器 亚 》(《 考 古 学 报 》 
1984 年 第 4 期 ) 收 集 了 已 经 出 土 的 资料 ,并 做 了 详细 的 研 



究 。 此 文 己 详 成 英文 , 题 *Fary Chinese Gassware" ,作为 7e 

Oriental Cerarmic Society 人 anstalion ，Mo.12 出 版 (1987 年 )。 

旗 东 方 《 汉 代 及 汉代 以 前 的 中 国 出 土 西方 文物 总 日文 ,4 - 

FED4r，XV,Tokye 1994,130 一 135 页 ) 有 一 个 很 方便 的 考 

十 简 报 的 日 录 ,通过 它 可 以 了 解 中 国 相关 考古 资料 的 所 在 。 

有 关中 国 与 罗马 关系 的 一 些 史料 或 考古 资料 ,目前 还 

不 能 得 出 肯定 的 结论 。 作 者 在 讨论 公元 100 年 得 使 内 附 的 

“ 蒙 奇 犯 勒 二 国 " 是否 指 马 其 屯 (Macedonia) ,这 批 使 者 与 托 

勤 密 转 述 的 Maes Titianos 派 般 的 商 团 是 否 是 一 回 事 的 问题 

时 ,似乎 有 些 举 棋 不 定 ,有 时 表示 疑问 (14、148 一 !30 页 ) ,有 

寻 又 表示 肯定 的 态度 ( J4P, 2)。 这 两 者 的 联系 是 赫 尔 尖 

早 在 1922 年 就 提出 来 的 .近年 来 在 中 国学 者 之 间 叉 展开 讨 

论 , 林 梅 村 《公元 100 年 罗马 商 甸 的 中 国之 行 3 人 中 国 社会 

科学 1991 年 第 4 期 ,71 一 84 页 ) 对 此 提出 十 分 肯定 的 解 

说 ,但 有 关 的 对 音 和 论证 较为 粗糙 ,引起 了 针对 他 的 文章 的 

两 篇 拢 评 文 章 。 一 是 杨 共 乐 刀 丝 纳 之 路 "研究 中 的 几 个 问 

题 一 一 与 《公元 100 年 罗马 商 团 的 中 国之 行 ) 一 文 作 者 商 

棱 光 《4 尼 京师 范 大 学 学 报 ?》1997 年 第 ! 期 , 108 一 111 页 ) ,但 

他 仍 把 * 蒙 奇 宛 勒 " 读 作 马 其 顿 LMacedonia) ,并 肯定 100 年 

田 马 通 使 中 国 的 真实 性 。 另 一 文 是 邢 义 田 &《 汉 代 中 国 与 罗 

马 帝国 关系 的 再 检讨 》( 汉 学 研究 ?第 15 卷 第 工期 , 1997 

年 ,1 一 31 页 ) ,认为 不 论 从 文献 还 是 从 考古 资料 ,还 不 能 确 

切 证 明 汉 帝国 和 罗马 帝国 之 问 存在 着 直接 的 联系 。 此 外 ， 

余 太 山 4 两 汉 魏 晋 南北 朝 与 西域 关系 史 研 究 》( 中 国 社 会 科 

学 出 版 社 , 1995) , 则 把 “ 蒙 奇 " 指 为 Margiana,“ 针 勒 " 指 为 

Tukhara(2I8 页 ) ,也 是 应 当 注 意 的 观点 。 在 我 看 来 ,只 任 这 

条 材料 本 身 还 无 法 得 出 确切 前 结论 ,倒是 两 位 作者 收集 的 

I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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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 他 史料 有 有 台 于 我 们 考虑 这 种 可 能 性。 

另 一 件 作 者 没有 留意 的 考古 资料 , 即 卓 虎 靖 远 出 土 的 

这 金 银 盘 ,近年 也 有 不 少 争 论 。《 文 物 》1990 年 第 5 期 发 表 

初 师 宾 的 简报 时 ,把 它 看 作 是 东风 马 制品 。 克 .Pirazzoli -上 

Serstevens 在 “Cultural Contmibutions of the Outside 双 orld to Chi- 

na: Jnteraction and Assimilation"(&k 迎 接 21 世纪 的 中 国 考 占 学 

国际 学 术 讨 论 会 论文 集 》, 科学 出 版 社 ,1998 年 ), 认 为 是 走 

下 的 罗马 制品 。 但 其 上 的 铬 文 已 被 读 作 巴克 特 里 亚 文 (N. 

Sims - 鸡 iliams,“A Bactrian Inscription on a Silver Vessel from 

China" ，Bazgerm or dsian znstitute，11,1999) ,我 们 不 能 肯定 

这 是 制作 时 打上 去 的 ,还 是 东西 从 岗 马 传 到 中 亚 大 夏 时 才 

打 制 上 去 的 。 

届 代 和 罗马 的 关系 问题 虽然 没有 二 二 世纪 初叶 那样 成 

为 热门 话题 ,但 随 着 考古 资料 的 不 断 发 现 ,又 时 常 引发 一 些 

新 的 看 法 或 虽 话 重担 。 把 汉文 史料 中 的 材料 集中 起 来 , 癌 

结 前 人 相关 的 论说 ,是 十 分 必要 的 工作 。 从 这 个 意义 上 来 

说 ,本 节 是 极 具 参考 价值 的 。 相 对 来 说 ,我 们 世 应 当 有 一 本 

重新 辑录 和 考释 西方 古典 文献 中 的 中 国史 料 的 合集 。 

( 原 载 寻 [ 大 史学 条 ，2000 年 ] 



吴 玉 贵 4《 突 厥 汗 国 与 隋唐 

关系 史 研 究 / 

相对 于 帘 厥 证 赎 的 重 费 性 来 说 ,我 们 今天 所 拥有 的 甘 

于 突 研 的 研究 成 果 还 是 远 远 不 够 的 。 前 辈 学 者 对 有 关东 西 

颖 厥 计 国 的 汉文 史料 的 收集 和 相关 史 溃 的 考释 ,为 这 一 领 

域 的 研究 开拓 了 道路 。 我 们 今天 在 这 一 领域 里 每 前 进 一 

步 , 都 要 立 是 于 沙 畔 (外 Chavannesj《 西 突厥 史料 》(1903 

年 ) . 鹤 仲 揭 《 突 厥 集 史 》 必 西 突 顾 史料 补 病 及 考证 $( 均 为 

1958 年 ) . 刘 访 材 (Liu Mau - tsai 儿 东 罕 避 汉 文忠 料 集 》(1958 

年 ) 等 经 典 论著 的 基础 上 。 与 此 同时 ,欧美 .日 本 学 者 在 突 

厥 碑 铭 的 解读 和 相关 的 非议 文忠 料 的 利用 上 .也 多 有 贡献 。 

比较 而 言 ,经 过 "文革 " 的 谢 宁 以 后 ,虽然 我 们 已 经 拥有 两 部 

&《 罕 厥 中》 为 名 的 专著 ( 林 尊 著 , 内 蒙古 人 民 出 版 社 , 1988 

年 ; 薛 宗正 著 , 中 国 社会 科学 出 版 社 , 1992 年 ) ,但 是 在 各 种 

史料 的 运用 和 史 事 的 分 析 上 ,都 还 与 书 名 所 要 求 的 内 独 不 
相符 合 。 

作为 “ 唐 研 究 基 金 会 丛书 "一 种 的 这 部 《突厥 汗 国 与 隋 

唐 尖 系 中 研究 江北 京 , 中 国 社会 科学 出 版 社 ,1998 年 12 月 ， 

《者 开 河 济 冰 地 避 果 如 活 局 凋 ?于 用 让 



灯 到 了 如 对 对 

项 400 

4+463 页 ,36.70 元 ), 是 刁 玉 焉 先 牛 老年 淤 心 研究 的 结果 ， 

其 中 部 分 章节 是 他 细心 改 订 的 已 刊 专题 论文 。 作 者 扬长 避 

得, 把 自己 的 研究 课题 局 限 在 突厥 第 一 汗 国 {352 一 630 年 ) 

和 西 突 匡 计 同 (611 一 658 年) 与 附 、 唐 末 高 的 政治 关系 中 .1:， 

因为 有 关 这 一 时 段 双方 关系 中 的 主要 资料 都 分 散在 汉文 典 

籍 当 中 ， 作 者 的 日 的 “只 是 要 通过 卷 性 洛 繁 . 真 伪 江 杂 的 议 

文史 籍 的 考 瓣 ,河清 或 揭示 突 磋 主 国 与 阵 . 唐 交 往 的 一 些 重 

要 史实 "， 重 点 放 在 了 学 界 前 辈 或 时 贤 未 及 措 意 ,或 重视 不 

够 的 问题 ”上 (和 匈 本 韦 序 说 )。 

作者 虽然 自 谦 说 只 是 做 汉文 由 籍 的 考 辩 ,实际 上 本 书 

并 非 杞 记 式 的 史料 考证 汇编 ,而 是 一 部 完整 的 关系 忠 。 作 

普 把 细 笋 人 徽 的 考证 文字 ,全 都 雏 拭 到 宏大 的 关系 出 的 各 

个 章节 里 面 , 以 小 见 天 ,从 断 续 的 史料 记载 的 微妙 变化 中 ， 

揭示 出 许多 重大 历史 事件 的 因果 关系 。 书 中 的 不 少 考 辩 文 

宇 , 不 仅 是 前 斐 学 者 或 时 贤 所 来 及 措 意 者 ,有 的 其 至 是 从 司 

马 光 的 时 代 就 型 错 了 的 问题 。 

本 书 分 五 个 部 分 . 寺 二 章 , 每 章 三 至 六 节 不 等 ,大 多 数 

是 四 节 ,体制 设计 得 很 完善 。 论 述 大 体 上 按时 代 着 席 , 把 

东 ., 西 突厥 与 隋唐 关系 中 , 放 在 突 磋 汗 国 的 兴起 及 其 对 西域 

的 统治 “过 交 近 攻 " 方 略 与 隋 朝 对 罕 厥 及 西域 的 关系 .东突 

廊 尘 国 的 兴 豪 与 唐 朝 统 一 北方 , 西 窗 夺 国 的 内 乱 与 唐 朝 

进兵 西域 . 西 罕 汗 国 的 歼 亡 与 唐 朝 在 西域 统治 秩序 的 确 

立 五 个 部 分 中 叙述 。 在 簿 个 章节 中 , 则 有 所 侧重 ,重点 讨论 

疝 题 ,并非 面 而 俱 到 。 在 分 析 每 个 具体 问题 时 ,往往 是 以 中 

原 王 朝 和 突 顾 半 国 双方 的 立场 来 考虑 问题 ,这 梓 就 较 前 人 

往往 只 从 某 一 方面 考虑 问题 要 周到 一 些 。 

通读 本 书 ,笔者 感觉 到 作者 在 纳 微 考证 的 基础 上 对 一 



些 重 要 问题 的 新 解说 ,这 些 才 是 本 书 最 重要 的 贡献 。 以 下 

吵 举 其 中 较为 突出 的 凡 点 : 

1. 作者 指出 室 点 密 由 于 对 西域 的 征服 而 在 西方 史料 

中 十 分 有 名 ,但 在 周 、 隋 载 籍 中 却 本 抑 其 名 ,从 而 否定 了 让 

晓 关 于 荆门 和 室 点 密 时 代 北 ( 嫩 东 ) 罕 大 与 西 突厥 已 经 分 立 

的 说 法 。 又 细心 地 看 出 必 隋 书 : 西 罕 传 ?所 记 , 实 际 只 是 

当时 统治 西 成 的 三 股 势 方 之 - 东 帘 分 离 出 来 的 阿波 可 证 

一 支 的 史 事 ,并 不 包 拓 室 点 密 利 铁 勒 两 股 势 方 。 西 突 顾 并 

国 的 嘉 正 建立 ,作者 认为 是 在 室 点 密 系 的 射 芽 可 证 把 阿波 

系 帘 万 赶 出 西域 并 征服 了 铁 勒 以 后 ,至 于 其 体 的 年 份 , 在 

“ 序 说 "中 标 作 “611 年 " ,而 本 章 没 有 具体 说 明 。 这 个 新 的 

看 靶 对 于 传统 的 583 年 东 .本 突 磋 分 六 的 说 法 提 上 出 挑战 ,而 

且 很 有 说 服 访 。 

2. 武 德 元 年 (618) 初 ,唐军 刚刚 进 人 关中 ,立足 未 稳 , 就 

受到 西 秦 三 上 万 大 军 的 进攻 ,而 唐 朝 却 以 十 一 万 军队 一 举 

击 网 西 泰 大军 。 这 是 唐 刘 得 以 立足 关中 的 关 链 一 战 , 也 是 

史书 上 盛赞 李志民 的 军事 才能 的 上 硕 因 之 一 。 作 者 细心 推 地 

《新 唐 书 ̀ 突 顾 传 ?和 《4 册 府 元 钝 }》 卷 九 妃 口 的 有 关 记 载 ,看 出 

西 奉 军 队 是 和 突 展 连 兵 而 进 的 , 唐 哨 祖 听 从 太子 李建成 的 

建议 ,把 五 原 . 榆 中 之 地 割让 给 突 厅 , 使 得 罕 节 转 认 支 持 唐 

朝 ,与 李世民 连 兵 , 共 酸 西 秦 大 军 。 这 一 事件 ,使 唐 转 危 为 

安 , 其 意 立 不 在 唐 高 祖 称臣 于 突厥 之 下 。 困 此 ,作者 对 唐 死 

丁 秦 吕 事 的 钩沉 发 微 ,也 是 极 具 创 见 的 研究 成 果 。 

3. 关于 眼 朝 与 东 窗 厥 省 国 的 关系 ,作者 通过 雁 门 、 马 

邑 由 窗 匡 而 转 归 唐 朝 的 过 程 ,以 及 良 乾 对 关内 道 军 事 力量 

的 加 强 , 特 别 是 分 析 了 罕 怒 各 部 癌 的 矛盾 ,指出 在 唐 埋 页 观 

四 年 (630) 出 兵 之 前 , 突 寿 留 册 部 已 经 分 髓 离 析 . 埠 利 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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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 硒 嬉 二 嬉 

省 偏 处 庶 南 一 隅 , 彤 同 无 疡 。 东 帘 脆 亡 于 内 配 , 这 也 一 改过 

去 人 们 过 密 地 考虑 唐 朝 出 兵 作用 的 看 法 。 

4, 西 窒 原 主 峡 与 唐 朝 的 关系 问题 ,本 -用 也 有 不 少 的 新 

意 。 旭 & 旧 唐 考 : 突 节 传 ?所 记 贞 观 十 三 年 西 突厥 乙 旺 员 陆 

可 计 居 地 与 唐 朝 共 入 的 泥 就 系 居 地 以 伊 列 河 (伊犁 河 ) 为 界 

东西 也 换 , 自 《 资 治 通 鉴 考 异 # 以 来 就 有 不 少 人 表示 疑 感 , 作 

者 指出 这 基 乙 星 晶 上 陆 向 东 发 展 的 结果 ,而 不 居 史书 的 让 误 

(内 茧 有 上 0《 西 突厥 史 四 全 究 ?已 指出 这 点 ), 并 进而 指出 

乙 毗 虽 随 征服 天 四 东部 的 处 月 .处 密 等 部 ,联合 高 昌国 , 攻 

打 属 于 泥 熟 系 利 失 可 汗 势力 范围 的 焉 着 国 ,并 且 图 涝 效 

击 唐 袁 控制 的 仇 州 ,从 而 导 和 化 了 唐 朝 出 兵 高 昌 , 灭 高 昌国 。 

从 唐 朝 与 西 突厥 的 关系 着 有 眼 来 看 唐 灭 高 昌 的 原因 ,并 给 予 

透彻 的 解说 ,这 对 于 更 多 地 考虑 滑 昌 与 唐 朝 关 系 的 种 种 说 

法 也 有 补益 。 

5. 贞观 . 永 徽 之 际 西 域 形势 的 下 变 原 因 , 过 去 人 们 只 

注意 到 阿 史 那 贺 鲁 的 叛乱 ,而 作者 却 指出 唐 高 洒 放弃 太宗 

建立 ”四 镇 "的 设想 ,起 用 被 俘 到 广 朝 的 西域 原 统 治 者 ,包括 

以 旧 高 昌 王 第 赤 知 湛 为 西 州 刺 史 奈 安西 都 护 ,成 为 唐 朝 在 

西域 的 最 高 军政 首脑 ,从 而 揭示 了 唐高宗 即位 后 唐 朝 西 域 

政策 的 改变 。 这 里 入 及 到 "四 镇 " 初 设 的 时 间 问 题 , 从 这 一 

新 的 看 法 出 发 , 昊 玉 贵 先生 改变 了 过 去 认为 的 贞观 二 十 二 

第 (648} 昆 正章 行军 后 初 设 四 镇 的 看 法 ( 余 太 山 编 4 西域 通 

中》, 中 州 古 籍 出 版 社 ,1996 年 ,156 页 ) ,提出 太宗 时 拟 谨 包 

揪 厅 叶 的 四 镇 ,但 被 高 宗 放弃 了 的 新 说 。 这 一 说 法 虽然 还 

有 待 史料 确证 ,但 作者 的 新 见解 更 可 以 自圆其说 。 

突 顾 史 毕 竟 是 个 十 分 复 条 的 研究 谍 题 ,本 书 的 资 献 虽 

然 不 只 上 面 列举 的 这 些 ,但 可 以 商讨 的 问题 也 不 洗 。 从 另 



一 方面 来 疝 , 东 曲 方 学 者 多 年 来 对 突 顾 史 也 有 相当 多 的 贡 

页, 本 韦 作 者 星 然 在 参考 文献 中 列举 了 -一 些 在 代表 性 的 论 

著 ,位 限 于 体例 , 节 中 证 要 是 兰 辩 中文 史料, 对 于 盘 奉 学 者 

的 有 : 关 通 说 ,往往 只 局 荫 在 沙 罚 . 鹤 仔 好 的 著 必 和 同时 代 的 

一 些 中 国学 者 的 论著 当中 :以 下 也 孙 举 数 例 ,以 砚 一 诬 。 

1) 第 一 音 计 论 罕 服 统 治 西 域 的 六 式 时 ,分 析 归 纳 了 丁 

域 诸 转 接 受 罕 莱 官 号 的 问题 ,位 对 于 -- 些 宽 厄 官 名 的 本 来 

意义 分 析 不 够 ,除了 作者 提 到 的 护 雅 天 # 醒 代 突 节 的 族 史 研 

穹 红 所 收 论文 外 ,至少 还 应 参 号 和. Bombhaci 才 而 帘 朋 官 各 颜 

利 发 着 》(On the Aneient Terkic Title Rltabar， 户 oceedines of 

丧 e 孜 现 于 eefing go 二 Permatnera dot Coryerernce ，Naples 

1970)。 注 [34] 引 王国 维基 于 鱼 豆 十 证 黎 布 失 毕 一 务 后 一 

字 也 是 “ 瑚 利 发 " 音 变 的 说 法 , 片 实 早已 为 烈 维 (S，Levi) 所 

考 订 笋 布 失 毕 系 Hiaripuspa 译 将 的 结论 所 处 代 ( 气 治 菩 钩 译 

《 吐 火 罗 话 考 #15 页 )。 

2 第 权 章 第 季 中 ,作者 根据 唐 永 浪 元 年 (4682) ,开元 

二 十 四 年 (736) 天 宝石 载 (745) 芋 产生 志 的 记载 ,认为 附 朝 

在 西 咸 设立 过 安西 都 护 。 由 于 没有 隋 朝 史料 的 任何 人 证 ， 

墓志 中 的 "安西 都 护 ” 的 确切 含义 日 前 还 是 不 能 肯定 的 。 

3) 第 无 章 第 三 节 讨 论 罕 原 对 待 反 除 武装 态度 的 改变 导 

致 了 窦 夯 支 持 席 良 而 与 刘 武 周 决 裂 , 诛 央 是 隋 嫁 变 匡 的 义 

成 公主 起 了 作用 。 冯 体 来 赔 . 这 个 看 法 是 有 见地 的 ,但 有 具体 

到 武 德 “年 唐 朝 收 复 太 序 一 役 , 似 平 还 丰 仓 解 ,因为 唐 郭 也 

是 反 隋 的 势 尹 之 一 。 

4) 第 七 章 关 于 东突 厥 降 众 的 安置 和 突 听 红 床 府 州 的 设 

置 问题 ,一 直 是 稚 有 圆满 解 沁 的 站 题 ,作者 提出 的 解释 与 同 

时 池 版 的 刘 统 & 唐 代 蚜 麻疹 州 研究 江西 安西 北大 学 出 版 社 ， 

403 和 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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灿 珂 关于 了 丑 

1998 年 ) . 故 见 清 补 《 唐 办 北方 问题 上 国际 秩序 3 光 东 点 溉 下 

书院 , 1998 年 ) 的 解说 各 不 机 同 . 由 于 中 料 的 缺乏 ,还 值得 

什 细 研究 。 

5) 作 者 虽然 在 参考 文献 中 列 出 内 项 有 到 上 0 《 西 突 顾 史 

吃 研 究 久 东京 ,早稻 轩 大 学 出 版 部 ,1988 年 ) 一 书 ,但 在 有 

关上 罕 跨 的 -… 些 相关 章节 中 似乎 没有 充分 加 以 参考 。 内 玄 

氏 在 这 部 书 的 第 - 章 & 乙 毗 昌 陆 可 计 及 其 叶 护 们 #》 中 ,对 贞 

观 上 -三 年 乙 本 曲 陆 与 泥 就 系 位 置 的 亏 换 ,贞观 十 四 年 唐 匹 

高 只 时 来 降 的 西 罕 怠 叶 护 是 阿 史 那 抄 真 等 问题 ,已 有 明晰 

的 解说 ,可 与 本 书 的 论证 相互 参 证 ;在 第 二 章 4 十 姓 论 ? 第 四 

节 《 叮 与 俊 斤 % 中 ,认为 贞观 十 八 年 唐军 讨伐 下 兰 后 控制 其 

地 的 西 罕 磊 处 般 嘻 ,是 指 需 着 北方 襟 勒 都 斯 河谷 的 鼠 尼 施 

处 半 明 , 颇 有 道理 。 对 于 内 朵 氏 的 研究 成 果 ,作者 似乎 没有 

细 读 。 作 者 怀疑 这 个 处 般 嗓 是 泥 就 系 乙 用 射 大 可 汗 的 将 

领 ,如 果真 的 属于 原本 亲 良 的 泥 就 系 , 唐 朝 似 乎 不 应 当 不 后 

道 他 是 何许 人 也 。 

李 书 立足 于 没 文中 料 , 所 以 在 统 文 中 料 的 利用 上 颇 为 

用 心 , 右 籍 有 校 其 本 者 ,都 用 最 新 的 校 益 本 (人 上 唐 会 要 》 未 用 

上 海 古籍 出 版 社 标点 本 ?#; 无 者 ,也 选用 较 好 的 本 子 。 同 时 ， 

尽 可 能 地 利用 了 石刻 史料 和 部 煌 吐 鲁 恤 文书。 最 使 人 坦 姑 

的 是 作者 不 知 何 喜 设 有 利用 中 华 书 局 1989 年 影印 出 版 的 

《 宋 本 和 册 府 元 他 》, 此 书 好 是 焉 本 ,但 有 关 突 原 ,西域 史 的 外 

所 部 、. 奉 使 部 却 大 都 保存 下 来 ,其 文字 远 胜 于 人 们 常常 使 用 

的 明 本 《和 册 府 元 危 六 中华 书局 , 1960 年 影印 ), 试 举 二 例 。 

]38 页 作者 谈 到 唐 朝 割 让 五 原 . 槛 中 给 突厥 时 ,引用 了 明 本 

《 册 府 元 危 $ 的 一 条 珍贵 资料 。 此 条 宋 本 也 存 , 其 中 " 子 " 字 

本 作 ”“ 了 于"，“ 平 " 字 本 作 * 中 ”, 均 不 烦 校 履 ,但 “" 割 并 "二 字 , 采 



本 相同 。171 砚 作 者 所 引 明 本 《 册 府 ?一 段 文字 , 宋 本 亦 存 ， 

其 中 "地 " 作 " 李 " 不 误 术 世 " 作 "巨人 辣 可 计 " 作 “ 商 可 证” 

“ 令 处 " 作 " 今 林 " .部 较 明 本 为 优 ; 而且, 宋 本 使 作者 疑 “ 回 ” 

为 “ 面 "的 注 敌 落 实 。 丰 秘史 料 的 利用 也 还 可 以 更 加 完善 ， 

如 160 页 等 处 据 《 障 唐 五 代 蔓 志 汇 编 :陕西 效 }51 用 了 分 射 

如 由 阿 史 那 哲 的 意志 , 林 态 其 子 阿 中 于 施 的 墓志 ( 载 毛 汉 光 

编 《 唐 代 划 志 馈 汇 编 附 考 》 第 17 册 ,史话 所 ,1994 年 )。 又 张 

访 编 普 的 k《 咖 陵 碑 录 》( 一 秦 出 版 社 ,1993 年 ) 录 在 许多 相关 

人 物 的 碑 志 .也 不 在 本 书 的 参考 范围 之 内 , 实 属 遗 憾 。 

最 后 应 当 指 出 ,本 书 文字 错误 极 少 ,在 现在 的 出 版 物 中 

十 分 难得 。 现 谨 列 随手 录 出 的 误 书 、 澡 排 的 错误 ,以 便 再 版 

时 修订 :29 页 11 行 “点 密 " 前 兴 “ 室 ", 姑 页 中 部 “ 安 庶 盘 陀 ” 

当 作 ”各 陀 ” ,125 页 “开元 二 十 四 年 !{734) 当 作 (736) , 辐 页 

“天 宝 五 载 (745) " 当 作 (746),164 页 倒 6 行 “ 太 宗 " 应 作 * 李 

扯 民 ”,352 页 倒 5 行 “ 阿 史 那 那 视 鲁 " 衍 一 “ 那 ",392 页 10 行 

“ 昆 丘 道 " 当 作 * 己 月 道 ",453 页 和 以 下 赋 究 文献 中 有 的 人 名 

后 缺 插 注 的 年 份 。 相 对 于 包含 许 才 各 种 专 有 名 词 的 一 部 

460 页 的 大 著 来 说 ,这 点 错误 是 微不足道 的 。 

罕 嗓 评 国 与 站 局 .北齐 、 隋 .上 韦 的 关系 史 , 不 仅仅 是 突 不 

号 和 中 国史 研究 的 重要 课题 ,也 是 六 七 世纪 东亚 历史 的 重 

要 篇 章 - 近年 米 , 刘 健明 (性 中 车 这,1996 年 冯 唐 代 的 访 史 与 

社会 4,1997 年 )、 主 界 必 隋 文帝 》, 1998 年 ) . 王 小 甫 八国 学 

研究 站 ,1998 年 ) 等 从 认 亚 政治 格局 变化 的 角 讶 对 相关 问 

题 的 赋 究 ,可 以 有 助 于 我 们 深 人 理解 突 巾 与 隋唐 的 政治 关 

系 史 ,希望 这 -课题 能 够 继续 深化 。 

[ 原 过 { 唐 研 究 ? 第 5 着 ,1999 年 

EXE P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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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 小 南 * 唐 吐蕃 大 食 
政治 关系 史 》 

1992 年 12 月 ,北京 天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的 主 小 甫 博士 著 

《 良 叶 闵 天 食 政治 关系 中》 一线 , 是 我 同 近 年 来 唐 代 西 域 史 

研究 的 重要 成 果 ,。 

古代 西域 闻 区 ,是 多 种 语系 的 民族 居住 利 经 行 之 中 ,又 

是 东西 方 儿 大 文明 的 拒 和 村 中 心 。 由 于 气 健 亚 步 ,战争 频仍 ， 

当地 几乎 设 有 保存 下 来 务 民 族 本 身 的 系统 史书 ,历来 的 研 

究 普 不 得 不 取材 于 半边 较 大 民族 对 西 感 史 事 的 记录 ,就 率 

书 所 论述 的 七 人 世纪 而 言 , 主 要 荐 据 没 文 和 和 阿拉 们 文史 料 

立论 ,如 部 上 (Ed，Chavanmmnes)t 西 突 顾 史料 放 ( Docurmaenis Sur 

des 了 op 一 Auef icesyoeecidemtiakr ， 引 ，Petersburg 1903) . 吉 布 

《入 . 及. 6Gibb 和 阿拉 们 征服 中 炎 史 》 (8e 本 是 Congwests 

识 Cenzral 4sia，New York 1923) , 伊 洁 仙 太 朗 4 中 国 西域 经 营 

史 研 究 久 东京 ,1968 年 ) . 松 男 寿 南 《古代 天 出 历史 地 理学 

的 研究 访 东 不 ,1970 年 ) 等 著作 ,无 不 尽 然 。 进 入 八 十 年 

代 , 森 安 学 去 发表 长 文 4 轩 蕃 的 中 亚 进出 3 金洋 大 学 文学 

部 论 集 史学 科 篇 》 第 4 号 ,1984 年 ); 问 桂 轧 (Ch， Beekwith ) 



出 版 4 时 蒋 帝 国 在 中 亚 $( Te TBeton Brapire im Pentral dsia， 

Princeton Lniversity Press，1987) … 书 ,部 比较 系统 地 引 人 和 人 了 

在 美 中 亚 的 苇 文 史料 。 此 外 ,本 世纪 初叶 以 来 敦煌 . 叶 得 和 兰 

等 地 陆续 出 土 了 让 寅 的 文书 , 既 有 记 朝 或 吐蕃 统治 西域 时 

的 汉 . 藏 文官 文书 ,也有 许多 当地 民族 峡 息 己 的 语 上 志文 字 记 

与 的 各 种 文献 .虽然 大 多 支 离 伙 酸 , 俱 却 提供 了 这 去 中 亚 史 

人 钙 帘 所 缺乏 的 地 方 史 料 。 因 此 ,今天 的 西域 员 研 完 , 碱 如 季 

六 林 教 授 和 张 广 达 教授 在 序言 中 所 说 的 那样 ,应 当 兼 通 胡 

汉 有 双语 文献 , 王 小 甫 博 土 的 新 著 可 以 说 往 到 了 这 一 点 。 试 

检 贾 书 的 注释 和 参考 文献 .不 难看 出 作者 利用 了 汉 . 藏 . 阿 

区 以 及 出 土 文书 .突厥 碑 钉 等 各 种 原始 材料 ,也 省 意 汲 到 今 

太 的 研究 成 里 。 妇 第 19% 页 引用 的 P.4698 导 救 直 文 书 , 据 

我 所 牙 ,就 是 作者 所 发 击 的 重要 文书 。 在 敦煌 文书 的 斌 究 

已 经 达到 相当 水 平 的 今 ,也 就 是 说 在 经 过 将 近 九 十 -年 的 

赋 穹 搜索 之 后 ,作者 还 能 够 从 数 万 号 杂乱 无 童 的 敦煌 文书 

引 检 岂 这 件 只 有 三 行 的 有 用 文书 ,可 而 作者 对 基 丰 史料 下 

过 一 番 坐 冷 板 车 的 功夫 。 

由 于 前 人 对 唐 代 西 域 昂 某 些 方面 的 研究 已 经 法 到 相当 

高 的 水 平 , 本 书 的 宇 作 方法 不 是 平 铺 下 氢 ,而 是 抓 住 问题 ， 

重点 论说 。 全 书 击 五 章 组 成 。 第 一 章 &《 击 朝 统 治 西域 与 吐 

蒂 的 介 人 和》 共 分 四 节 。 第 一 节 简 要 记述 了 唐 朝 初 年 对 西域 

的 征服 ,重点 说 昌 庚 山 在 西域 的 统治 形式 。 作 者 分 析 了 安 

西 四 镇 初 设 时 的 镇 级 组 织 属 “上 镇 二 寺 ”之 列 ,只 有 防 人 五 

百 .四 而 解释 了 初 唐 四 镇 经 常 易手 的 肉 因 , 颇 有 创见 。 以 下 

三 世 ,作者 不 懂 笔 墨 ,详细 讨论 了 吐蕃 的 兴起 , 进 人 西域 的 

道路 及 其 在 西域 的 里 期 活 吉 ,其 中 最 为 突出 的 贡献 ,是 对 吐 

蕃 最 先 下 人 上 域 的 道路 的 细心 考察 。 过 去 ,大 们 都 认为 吐 

407 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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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 最 初 是 经 勃 律 进 人 点 域 的 (如 拙 稿 & 新 出 吐 得 铸 文 蔬 所 见 

西域 号 事 二 题 ?》《 数 煌 时 鲁 镍 文献 研究 论 集 》 第 $ 工 ,1990 

年 ,345 页 ) ,作者 把 648 年 良 征 龟 效 ,659 年 都 遇 之 乱 ,662 

年 中 海道 行军 ,665 年 西域 道行 军 等 事件 联系 起 来 ,并 参 昭 

后 世 对 新 一 藏 交 通 的 记载 ,考证 出 吐 荐 最 初 进 人 卉 里 木 盆 

地 , 走 的 是 夹 在 昆仑 颖 和 喀 喇 昆仑 出 之 间 的 "食盐 之 路 ” ,再 

通过 "五 俊 斤 路 "与 突 感 诸 部 连 兵 。 这 一 说 法 是 完全 可 以 成 

立 的 ,可 以 补充 的 是 ,确定 这 条 道路 的 关键 地 各 女 国 /大 羊 

同和 的 位 置 ,作者 的 结论 与 杜 齐 (G.Tuccijk 两 次 尼泊尔 科学 

考察 的 初步 报告 》( 疡 efimninary Reporf om Deoo Sciontife 

xpetgitipns Pa wepad ，Rome 1956,， pb.1051 和 佐 芯 长 & 革 问 国 人 

摧 在 民 人 vv T3 人 应 陵 史学》 第 7 导 ,1981 年 ,45 一 70 页 ) 的 

考证 结果 不 谋 而 合 ;另外 ,熟悉 和 卓 耕 迹 交通 的 李 叭 屏 先 生 

近 扎 4 和 田 历代 交通 路 线 研 究 久 提交 “20 世纪 西域 考察 与 

研究 国际 学 术 讨 论 会 "论文 , 马 钼 本章 ,1992 年 10 月 3- 一 7 

日 ) ,提供 了 这 条 道路 的 详细 走向 和 残存 的 古代 过 迹 情 

作者 在 本 章 中 还 特别 强调 了 硝 夫 高 原 与 艺 岭 以 西 的 文 

化 变 丫 问题 ,并 举 本 教 祖师 的 诞生 地 Stag 如 这 所 指 及 本 教 

二 元 论 爱 锌 斯 宗教 影响 两 点 加 以 说 明 。 这 征 一 个 困扰 藏 学 

界 多 年 的 问题 , 早 在 1949 年 , 杜 齐 就 在 名著 《 西 藏 天 着》 

(Tiaetamr Peinied Scrogz ， Rome 1949) 中 专 几 一 意 , 担 册 ”人 类 

起 源 与 伊朗 的 某 些 影响 "的 论题 。 以 后 , 瞧 夫 曼 (H.H.R. 

Hoffmam) 、 石 素 安 (CR.A.Stein)、 布 隆 多 (A.M.Blondeaa) 、 噶 

尔 美 48.6G.Kamay) 等 均 有 论说。 近年 ,本 教研 究 专家 克 瓦 

所 耐 (P. vaeme) 发 表 吐 藉 天 地 起 源 神话 中 的 二 元 论 和 俩 

翩 影响 问题 站 ”Dualisam ip Tibetan Cosmogonic Myihs and the 



Question of Iranian Jnfiuence” ，Szgper orz apis: 全 Betam Ziierary 

Pre un 1istory ，Bioomington，1987，pp.163 -~ 174) 一 女 ， 

专 论 这 … 问 题 , 但 装 学 权 厌 们 戴 克 (1L. Peteeb) 批 评 此 文 末 

能 解 桨 这 种 影响 发 生 的 时 间 ( 有 hen) 、 地 点 (Wbere) ,如何 发 

生 (fhow) ,以 及 癸 庆 原型 (What ype) 等 一 系列 问题 (Review 

地 Soer 03 Eapi: Tbetamn Fiterarr Capare rn story”， 

Centred 4siatie journal, 35,， 1 - 2.1991,，p.139)。 本 书 属于 

政治 中 著作 ,但 作者 注意 到 了 与 之 首 切 相关 的 这 一 :文化 史 

问题 ,限于 主旨 不 同 ,未 展开 讨论 ,我 们 融 望 在 作者 下 准备 

摆 写 的 《 吐 蕃 对 外 关系 史 》 中 找到 这 一 门 题 的 解答 。 

第 二 章 集 中 讨论 《4 唐 初 安西 四 镇 的 弃置 》。 在 过 去 的 于 

代 西 域 史 癸 究 中 ,安西 四 镇 的 建 置 和 废弃 , 特 刻 是 焉 埋 与 碎 

叶 的 交 亚 问题 ,重复 了 许多 人 的 劳动 ,作者 只 用 一 节 的 往 帆 

说 明 自 己 的 观点 ,而 将 有 关 争 论 问 题 放 在 附 梁 所 《党 融 《 拔 

四 镇 议 * 考 实 # 中 加 以 详细 论证 。 作 者 重点 分 析 感 享 .长 寿 

向 历次 四 镇 易手 之 间 的 关联 ,而 不 是 扳 立 地 判断 某 一 事件 ， 

对 于 有 关 的 汉 . 藏 文忠 料 以 及 新 出 吐 鲁 釉 文 节 , 都 做 了 仔细 

分 析 。 第 二 节 研 究 大 食 之 介 人 西域 ,充分 利用 了 阿 文史 料 ， 

故此 在 说 明 唐 朝 对 敬 岭 以 西 请 国 的 态 庶 上 , 热 论 比较 公允 。 

对 于 中 国学 者 来 说 , 席 大 的 阿 交 材料 一 直 是 西域 研究 中 的 

难点 之 一 ,作者 除了 亲自 检索 阿 文史 籍 外 ,还 利用 了 前 人 注 

意 不 才 的 示 班 (M.4.Shahan) . 丹 诺 布 (D.M.Dunop) 等 人 的 

研究 成 果 , 自 然 较 只 使 用 希 提 《阿拉 伯 通 史 》 中 详 本 者 要 全 

面 得 多 。 

第 二 带 《 艳 岭 地 区 的 政治 角 爱 少 ,讨论 长 寿 元 年 (692) 唐 

复 四 镇 后 在 帕 米 汞 地 区 与 吐蕃 的 争夺 成 。 第 一 节 分 析 了 武 

威 道 行军 的 成 果 , 从 军 中 有 新 立 于 阅 王 ,推测 出 攻击 重点 在 

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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旺 莓 统治 西域 的 中 心 于 交 ,结果 使 于 阅 二 复位 ,并 进而 北上 

灭 此 攻 所 尽 西 罕 脱 后 媳 可 汗 休 罗 。 还 后 , 唐 秃 发 重兵 防守 

四 镇 ,吐蕃 才 不 得 不 转 道 葱 岭 进 人 西域 。 第 二 告 , 作 者 一 一 

考证 了 吐 六 经 行 的 大 勃 律 一 把 师 一 护 密 . 塌 师 一 淫 浅 健 、 简 

失 密 一 乾 陀 多 一 谢 周 等 条 道路 , 揭 册 联结 吐 邦 与 西 突 肪 十 

姓 可 省 故地 ( 秆 稍 及 碎 叶 川 ) 间 的 南 此 交通 线 。 第 三 .四 节 

叙述 了 进 人 该 地 区 的 各 种 势力 的 东 长 ,如 西 突 碰 可 汪 的 败 

亡 , 认 骑 施 的 发 展 , 大 食 的 征服 , 吐 革 的 借 道 小 勃 律 并 为 唐 

朝 所 败 等 一 系列 政治 事件 。 

第 四 齐 《 唐 . 募 西 域 较量 的 新 发 展 》, 这 -一 发 展 主要 是 吐 

蕃 与 突 骑 施 的 新 联盟 及 其 与 唐 轴 的 对 抗 ,但 唐 朝 在 营 岭 地 
区 对 吐蕃 的 胜利 ,你 志 着 开元 .天 宝 时 期 的 唐 朝 进 人 全 盛 

期 。 至 手 局 时 期 大 食 与 突 骑 施 的 争夺 中 亚 问 题 , 作 者 批评 
了 所 谓 唐 朝 支 持 突 骑 施 抗击 大 食 的 观点 ,并 强调 了 著名 的 
但 逻 斯 战役 只 不 过 是 唐 朝 和 大 食 间 的 一 次 遭遇 战 ,真正 使 
唐 朝 在 西域 的 势力 由 盛 转 训 的 关键 事件 是 安史之乱 。 

第 五 章 《 东 争 唐 地 西 抗 大 食 的 吐 邦 帝国 》, 首 先 探 讨 安 
史 需 后 唐军 的 坚守 ,这 是 前 人 着 眼 不 多 的 问题 。 作 者 在 戴 
密 微 (P，Demiavile) . 唐 长 斑 等 先生 研究 的 基础 上 , 益 明 河 

西 节 度 与 颁 西 庭 节庆 的 分 合 , 电 此 条 理 出 吐 革 由 东 向 西 攻 
占 河 西 与 西域 唐 朝 领 地 的 历程 ,并 分 析 了 安西 四 镇 的 陷 攻 
年 代 。 半 于 西 州 的 陷 蕃 年 份 , 作 者 正确 地 指出 有 些 学 者 对 
P.3918 题记 的 误解 , 考 订 在 192 年。 然而 ,笔者 在 1990 年 

走访 日 本 蕉 嘉 堂 文库 时 , 近 到 --- 件 吐 每 番 出 二 的 贞 元 十 -一 
年 (795) 正 月 的 唐 朝 官 文 片 , 击 且 克 和 孜 尔 石 窗 有 贞 元 寸 年 ， 
贞 元 十 年 的 题记 ,所 以 ,安西 与 西 州 陷 蓄 的 年 代 , 目前 尚 无 
法 肯定 某 种 说 法 (参看 拙 稿 《 静 嘉 党 文库 藏 叶 鲁 番 资 料 简 



介 #,1992 年 敦煌 叶 鲁 番 学 术 讨 论 会 论文 )。 

二 小 甫 博 十 的 这 部 昔 作 ,选取 了 西域 史上 内 容 二 分 让 

灌 的 一 个 阶段 作为 赋 究 对 象 .用 简练 的 语 吉 和 图 表 相 配合 ， 

正文 和 了 盯 灵 相 补 充 的 方式 ,以 较 短 的 篇 个, 担 出 自己 对 七 八 

过 纪 中 亚 呈 的 总 体 认 识 , 并 做 了 许多 精 继 前 寺 证 ,值得 西域 

吕 学 答 的 重视 。 在 本 韦 中 ,作者 将 着 眠 点 更 过 地 了 族 在 唐 、 此 

蕃 .大 食 -: 方 对 晤 域 的 争夺 问题 上 ,使 我 们 在 通读 了 只 有 二 

百 和 多 黄 的 正文 后 ,就 可 以 对 七 八 世 纪 世 岭 东西 .天山 南北 的 

政治 形势 得 到 十 分 清晰 的 认识 ,这 是 我 们 过 去 污 那 些 从 唐 

朝 经 营 西 域 史 的 角度 所 写 的 著作 中 所 得 不 到 的 印象 。 

自 清末 以 来 ,西北 史 地 就 成 为 中 外 学 者 长 期 甘心 的 课 

题 , 桂 别 是 陆续 出 土 的 文书 ,更 如 推动 了 西域 中 研究 的 进 

步 , 极 大 地 主人 富 了 占 代 西域 的 历史 画面 。 也 正 是 由 二 新 史 

料 层 出 不 穿 , 西 戌 吕 研 究 与 传统 的 中 同 断 代 史 研究 不 同 。 

今天 东西 方 学术 刊 物 中 发 表 的 文章 ,仍然 不 断 地 刊 出 新 出 

土 的 汉文 文 节 或 早已 出 土 但 最 近 才 得 以 解 寻 的 于 阅 文 . 帘 

顾 文 . 回 角 文 . 粟 特 文 . 吐 火 罗 文 , 古 藏 文 等 西域 胡 语 文 - 书 资 

料 , 岗 此 ,研究 者 需要 不 断 翻 检 新 间 他 刊 。 今 天 的 西域 史 研 

究 的 进步 , 正 是 建立 在 这 样 的 史料 基础 上 的 。 据 我 所 知 , 作 

者 在 现 有 的 条 件 下 .对 各 种 史料 做 过 检索 。 但 由 于 许多 天 

始 材料 是 同 外 学 者 陆续 发 表 出 来 的 , 像 这 样 一 部 范围 广 阐 

的 书 中 有 所 和 址 漏 是 不 可 避免 的 。 如 作者 力图 说 明 的 青藏 高 

厌 早 期 与 波斯 为 中 心 的 攻 朗 文化 区 域 的 联系 ,成 许可 以 从 

近年 巴基斯坦 北部 印度 河流 域 发 现 的 栗 特 请 铬 文中 找到 进 

一 步 的 线 罕 ,这 时 材料 已 由 辛 婚 斯 一 威廉 婚 斯 (N. Sims - 

Williams) 发 表 在 《印度 河上 游 流 域 发 现 的 栗 特 语 铭文 的 初 

步 研究 (he Sogdian Inseriptions of the Upper Indus: a pre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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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iminary report” ，M4nligeaties gf Nortjierm Pajasian: rgorgs nd 

sadies Ya. TI，ed .57 多 ，Jettmar，Mainz，1989) 和 《印度 河上 

游 流 域 的 票 特 请 利 其 它 佬 朗 语 铭文 集 》( Sogaqian and Ciper 

Treoptianm jmseriptioras ohe pper fnaus . I，London，1989) 中 。 

【 原 载 人 [ 京 大 学 学 报 )1994 年 第 1 期) 



莹 鸿 生 《 唐 代 九 姓 扫 与 
突厥 文化 》 

与 当今 利用 先进 微机 所 气 的 动 辑 洋 洋 煞 十 万 或 上 脏 

万 育 的 黄 作 相 比 , 葡 涡 生 先生 的 这 本 (我 相信 和 是) 用 手 所 写 

的 著作 ,篇 幅 虽 然 不 大 ,但 含金量 却 很 商 。 它 没有 微机 中 自 

动 蹦 出 的 大 量 通俗 词 铝 , 读 起 来 使 人 感 旬 语言 凝练 ,内 容 拒 
训 。 ， 

和 良 代 九 姓 胡 与 帘 万 文化 ?北京 中 华 书局 ,1998 年 12 

月 ,4+3+1+269 页 ,17 元 ) 由 上 编 4 唐 代 九 姓 胡 》. 中 编 《 宽 

县 文化 》 .下 编 《西域 物种 与 文化 交流 》 组 成 ,每 编 又 分 成 苦 

于 章节 。 本 书 各 章节 是 以 发 表 过 的 专题 论文 为 基础 ,在 出 

版 之 前 做 了 必要 的 补充 。 这 些 文章 从 六 十 年 代 到 九 上 年 代 

陆续 发 表 , 这 次 所 补 的 内 容 大 多 数 是 在 注 杰 中 增加 了 一 些 

参考 文献 ,表明 作者 对 所 掌握 的 基本 论据 和 出 此 得 出 的 看 

法 充满 自信 。 这 些 文章 经 过 细致 的 重新 安排 ,以 专题 论文 

的 方式 ,组 成 一 个 大 至 协调 药 整 体 。 这 个 整体 的 中 心 议题 ， 

就 是 在 一 个 广阔 的 种 族 文化 背景 下 ,研究 中 亚 绿 洲 城 邦 文 

明 与 淮北 革 厌 穹 户 文 明 的 接触 和 交融 (人 钨 看 引言 ) ,在 某 些 

直 TEFS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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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 中 ,也 研究 了 文化 传播 过 程 中 物质 和 精神 两 种 体系 的 

转换 ,以 及 外 来 文化 与 本 土 文 化 的 融合 问题 (19s 页 )。 

本 书 拒 表 了 目前 桶 特 . 罕 服 学 界 较 高 的 研究 水 平 ,以 下 

依次 简介 各 章 内 容 , 并 从 学 术 中 的 项 度 略 加 评述 和 展望 。 

王 编 讨 论 的 唐 代 力 姓 胡 , 即 中 亚 昭 戒 九 姓 栗 特 人 ,这 是 

日 前 学 术 鼻 二 分 关注 的 -- 个 问题 。 在 粟 特 研究 领域 蛙 , 大 

款 数 学 埋 着 眼 于 妃 姓 胡 在 中 国 的 聚落 利他 们 的 汉化 问题 ， 

而 本 睛 作者 陆续 发 表 了 人 隋 书 ? 康 同 传 探 微 ?0 文史 》26， 

1986 年 ) 《4 唐 代 几 姓 胡 贡品 分 析 》(《 文 史 》31, 1988 年 )《 唐 

代 九 姓 胡 礼俗 其 考 》( 文 史 》35,1992 年 ) ,表明 作 者 的 研究 

理 路 是 先 弄 清 彬 特 本 十 的 问题 ,然后 再 -- 步 步 探讨 九 姓 胡 

的 东方 发 展 和 与 唐 朝 的 关系 ,这 大 概 就 是 本 书 和 前 三 章 ( 即 

《昭武 九 姓 的 城邦 制度 和 东方 聚落 》 必 九 姓 胡 礼 俗 然 考 》、 

《 九 姓 胡 的 贡 表 和 贡 晶 六 的 基础 。 由 于 作者 相当 熟悉 前 苏 

联 学 者 关于 票 特 地 区 的 考古 、 历 史 .钱币 .美术 中 等 方面 的 

研究 成 果 ,又 洁 握 汉文 史料 种 各 国学 凑 有 关 票 特 的 研究 论 

著 ,在 分 析 九 姓 胡 的 都 . 城 . 保 的 三 级 城邦 社会 和 突厥 监 摄 、 

唐 朝 旦 糜 、. 栗 特 统辖 去 个 统治 系统 方 睾 .都 可 以 由 遂 碎 的 中 

料 归 纳 出 一 些 概括 性 的 磺 法 :对 九 姓 胡 东方 了 桶 落 的 移植 .与 

化 ( 即 汉 化 ) 和 罕有 化 等 三 种 文化 类 型 的 总 结 , 是 驳 年 来 学 

者 们 对 个 别 或 一 组 粟 特 涌 落 研究 的 一 个 升华 。 作 者 从 家 

庭 . 婚 姻 、 素 项 . 肩 室 .服饰 .饮食 . 岁 时 .节庆 、 兴 啤 、 胡 名 等 

十 个 方面 对 九 姓 胡 礼俗 的 系统 研究 ,使 人 们 更 清楚 地 认识 

了 九 姓 胡 在 文化 层面 上 表现 出 的 本 性 ,其 中 对 于 胡 人 结 趴 

行商 和 二 人 汉 名 的 对 证 ,文字 不 多 , 却 颇 多 胜 必 。 作 者 分 析 

了 在 朝贡 名 义 下 进行 的 九 姓 胡 与 唐 需 的 商品 交易 形式 各 主 

要 贡品 ,揭示 了 天 姓 胡 在 当时 中 国 、 印 度 ,波斯 . 拜 百 廷 四 大 



文明 物质 文化 交往 中 所 起 的 重要 作用 。 上 编 最 后 一 章 《 毕 

国 吕 钧 沉 》, 字 数 不 多 ,但 也 涉及 九 姓 胡 与 唐 刘 在 精神 和 和 焕 

质 两 方面 的 交流 情况 ,可 以 看 作 作 者 的 个 案 研究 的 一 个 典 

范 。 

由 于 条 件 揭 限 制 , 本 书 引 用 的 苏联 考古 研究 论著 主要 

是 从 十 征 代 出 前 的 成果 ,人 十 年 代 以 来 ,特别 是 苏联 解体 

后 , 票 特 考古 又 取得 了 长 足 的 进步 , 园 时 相关 研究 成 果 也 日 

益 让 富 ,引起 各 国学 者 的 重 祝 。 比 如 日 本 新 刊 的 《丝绸 之 路 

考 吉 与 艺术 》(S 了 Road drr and drepaeoiogy) 杂志 ,几乎 每 

卷 者 有 票 特 的 考古 研究 论文 ;美国 复刊 的 《亚洲 研究 所 集 

刊 》( Bagietin obpe dsia Fastiiaie) 第 8 卷 ,也 刊 出 《前 苏联 学 

喜 研 窥 硅 导 放 (Studies 扩 om ie Former Sopiert Cnion),， 其 中 相 

当 多 的 箭 幅 是 关于 票 特 的 研究 成 果 , 并 附 有 详细 的 研 完 论 

著 目 录 。 另 一 方面 ,由 于 中 书 友 谊 公路 滑 线 巴基斯坦 一 方 

古 丝 路 票 特 文 摩崖 右 刻 的 发 现 和 考释 的 出 版 (N. Sims - 

柚 iiams，Sogeaianm Cn OPer 下 GPRiapn Tseriptions or 起 eper 

ineus ,2 vols, ，Uondon 1992) 和 其 他 一 些 票 特 文 资料 的 公 

布 ,现在 可 以 判定 出 更 多 的 充 译 九 姓 胡 名 的 粟 特 文 原 诸 ,从 

而 了 解 其 本 来 的 意义 , 即 人 名 所 反映 的 天 姓 胡 人 认 教 、 佛 教 

信人 的 情况 (其 中 以 崎 田 记 的 贡献 最 多 ,参看 他 最 近 在 《 西 

南 了 学 也 研究 和 8(1998 年 ) 发 表 的 论文 和 所 附 参 考 文献 是 

录 ,以 及 他 对 上 述 bpper 操 dus 所 写 的 书评 )。 关 于 九 姓 胡 

的 磊 俗 和 历法 ,也 有 继续 研究 的 余地 (参看 上 引 Balierin of 

帮 e 4sio fnstiiuie, 8 和 Far, 30 所 刊 相 关 论 文 )。 

中 编 讨 论 突 厥 文化 ,是 本 书 篇 幅 较 多 的 部 分 , 共 由 六 章 

组 成 :一 突 肛 法 与 突厥 社会 %( 原 载 4《 历 史 研 究 $1965 年 第 5 

期 ) ,二 《 突 磋 汗 国 的 军事 组 织 和 军事 技术 (学 术 研 究 》 

《人 六 淹 将 旺 点 入 斗 记 二 3 麻 阁 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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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3 年 第 5 其) ,三 《 罕 厥 事 火 和 和 拜 天 #( 前 两 节 原 载 4《 中 亚 学 

乔 ?1，1983 年 ) ,四 《 突 殿 奉 华 史 事 辩 析 ?中 轴 大 学 史学 集 

刊 和 2，i994 年 ;第 三 节 原 栽 4 文 中 》11，1981 年 ), 五 4 窑 原 年 

代 党 中 的 十 二 生肖 , 六 f 罕 顾 方 物 志 ?人 文史 ?46,1998 年 )。 

六 十 年 代 发 表 的 文章 男 然 在 选 题 和 行文 上 都 可 以 看 出 一 些 

时 代 的 特色 ,但 今天 看 来 仍然 闪烁 善 光 芒 。 八 十 年 代 以 来 

作者 对 突 咱 精神 文化 和 物质 文化 两 方面 的 研究 ,在 取材 和 

沦 述 上 都 更 加 厚实 。 从 突 厄 法 律 的 角 庆 ,来 分 析 “地 分 "和 

“ 攻 印 "“ 奴 " 与 " 功 ”、 家 庭 与 婚姻 . 继 位 法 . 形 法 ,从 而 比较 

透彻 地 说 明了 六 至 作 世 纪 宽 友 的 社会 形态 和 社会 性 质 。 由 

于 罕 原 洗 国 与 它 的 军事 征服 紧密 相关 ,所 以 研究 突 顾 的 兵 

制 .装备 和 战 发 .可 以 使 人 们 更 进一步 理解 罕 友 的 社会 中 和 

文化 史 。 大 慨 正 是 建立 在 对 突 顾 社会 比较 原始 的 形态 的 认 

识 基础 上 ,作者 对 突 慷 宗教 和 其 他 精神 生活 的 程度 合计 不 

高 。 他 认为 ,突厥 事 火 和 娠 天 起 源 于 自然 崇拜 ,天 神 和 人 手 

间 由 至 来 移 通 。 突 帮 人 的 事 火 并 非 话 教 信仰 的 表现 ,中 亚 

罕 厥 人 信奉 只 教 是 再 突 情 半 国 破灭 以 后 才 有 的 事 。 同 样 ， 

建立 在 对 罕 厥 游牧 社会 特性 的 认识 基础 上 ,作者 分 析 了 北 

周 京师 突 吃 寺 .他 钵 奉 佛 与 北齐 传经 .一 场 疾 绕 “起 饥 郑 唐 ” 

的 主 庭 之 争 等 史实 ,并 办 析 突 匠 祭 拜 的 " 拂 云 衬 " 非 佛 寺 , 从 

而 认为 与 其 说 是 罕 厥 人 "不 识 佛法 ”, 考 宁 说 是 经 过 “ 随 逐 水 

章 ” 的 罕 感 人 的 选择 ,他 们 灵 定 “不 要 佛法 ”, 而 西 突 服 人 由 

于 统治 了 佛教 势力 强大 的 阿 姆 河 以 南开 区 , 才 在 八 世 纪 初 

走 上 上 "和 极 敬 三 宝 " 之 路 。 这 种 从 罕 太 社会 内 部 理 路 来 看 其 精 

神 文化 层面 的 方法 ,也 贯穿 在 作者 对 二 二 生肖 非 罕 硫 起 源 

说 的 论证 中 。 

本 书 并 非 全 面 论 述 罕 原文 化 的 著作 ,但 作者 选 宝 子 比 



较 能 够 说 明 突 厅 社 会 文化 特征 的 一 些 问题 加 以 研究 ,其 结 

毕 可 以 使 我 们 较为 次 刻 地 理解 突厥 省 国 历史 和 帘 态 人 的 文 

化 本 质 ,这 比 我 们 从 面面俱到 的 《 窦 原 史 》 中 有 关 文 化 的 章 

节 所 得 玫 的 要 才 得 多 。 

和 认 六 士 年代 以 来 ,作者 讨论 过 的 一 些 问 题 研究 也 在 不 

新 深化 ,如 护 雅 夫 结 合 肖 文史 籍 和 突厥 碑 销 , 对 突 原 社会 结 

构 .萨满教 信仰 .即位 仪 礼 的 详细 研究 性 古 代 下 少 民 族 史 

研究 3 江 - 工 ,东京 出 川 出 晤 社 ,1967 一 1992 年 ) ;片山 章 雄 也 

据 砷 文史 料 对 即位 问题 有 所 探讨 信 东 洋 史 研究 ?第 51 着 第 

3 号 ,1992 年 ); 吴 景山 4 突厥 社会 性 质 研 究 》( 中 央 民 族 大 

学 出 版 社 , 1994 年 ), 涉 及 到 本 书 讨 论 过 的 许多 问题 ,并 对 

前 人 看 法 有 所 评 说 。 新 的 材料 和 新 的 研究 成 果 , 也 可 以 补 

正 作者 的 -- 些 看 法 ,如 it8 页 关于 突厥 骑兵 的 装备 ,可 以 用 
杨 泓 据 敦 俱 壁 画 的 赋 究 人 (1990 年 ) 教 煌 学 国际 研讨 会 文 

集 : 石 宣 考 十 编 》 ,沈阳 ,1995 年 ) 加 以 补充 。148 页 用 《4 布 古 

特 碑 罗 [ 朋 译 “ 建 一 巨大 号 全 新 甸 蓝 "” ,说 明 与 {《 隋 书 》 记 他 钵 建 

伽蓝 相符 ,但 却 又 指出 & 布 上 古 特 碑 # 作 者 决 非 介 教徒。 吉田 

丰 最 近 对 该 碑 的 考察 , 认 妨 此 句 应 译作 “树立 教 法 之 厂 时 ” 

( 森 安 孝 夫 等 编 《万 > 了 工 儿 国 现存 遗迹 ' 秦 文 调查 研究 报 

告 》, 大 阪 中 央 闻 一 也 辽 了 学 几 究 会 , 1999 年 , 122 一 123 

页 ) ,这 一 新 的 释 读 结果 正好 与 作者 的 后 一 认识 相 唤 合 。 

这 里 也 有 一 个 值得 商机 的 问题 , 即 以 七 世纪 初 突破 与 

萨 珊 兵 瑚 相 换 , 仇 怨 级 深 , 来 说 明 罕 顾 “ 决 无 电 依 波斯 国教 

火 杯 教 的 可 能 ”, 突 厅 事 火 也 不 可 能 是 通过 了 昭武 九 姓 向 伊 妆 

学 来 的 (131 一 134 页 )。 对 此 , 王 小 甫 《 唐 吐 蕃 大 食 政 治 关系 

中 3 北京 大 掌 册 版 社 ,1992 年 ,224 一 256 页 )、 吴 玉 贵 4 西域 

文化 史 》 第 四 章 《 隋 唐 时 期 3{( 余 太 山 编 . 中 国友 这 出 版 公司 

E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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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6 年 ,213 一 215 页 ) 都 发 帮 了 不 同意 见 ., 并 认为 钰 教 可 能 

旺 由 桶 特 商 胡 传 人 帘 厅 的 。 考 虑 到 六 扯 纪 后 半 & 布 声 特 碑 》 

的 只 教 色 彩 (149 页 ) , 突 大 焉 阿 史 德 氏 所 生 安 禄 山 斗 襟 时 

的 证 教 仪 式 ( 对 比 36 一 37 页 所 引 《 朝 野人 金 裁 》 和 《 安 禄 山 事 

迹 # 的 相似 记载 ,参看 笔者 在 4 安 禄 山 的 种 族 与 宗教 信仰 》 一 

文中 的 讨论 , 文 载 k 第 三 届 中 国 唐 代 文 化 学 术 研 讨 会 论文 

集 》, 人 台北,1997 年 ), 不 排除 早期 突 熙 人 从 九 姓 胡 那里 学习 

刘 票 特 化 的 只 教 ,而 不 必 只 考虑 是 天 来 自 波 斯 储 奉 的 琐 罗 

亚 斯 德 教 。 

下 编 讨 论 西域 物种 的 东 传 和 文化 交流 问题 , 共 四 音 ,分 

划一 述 狮 子 . 喻 巴 狗 .名 侈 阿 铂 堆 . 汗 血 马 " 叱 拔 " 在 中 国 的 

彤 迹 , 大 者 如 西国 狮子 ,小 者 如 拂 藉 狗 ,都 原原本本 道 出 它 

们 在 中 国 的 遭遇 和 华北 的 过 程 。 关 于 狮子 的 点 文 《4 狮 在 华 

夏 》 原 有 副题 “一 个 跨 文化 现象 的 历史 考察 ” .发表 在 即 以 此 

文 命名 的 &《 狮 在 华夏 一 一 文化 双向 认识 的 策略 问题 3 中 山 

大 学 出 版 社 ,1993 年 ) 一 书 中 ,这 是 以 中 山大 学 学 者 为 主 的 

中 国学 者 与 国际 TRANSCULTURA 组 织 1991 年 举办 的 学 术 

讨论 会 的 文集 ,这 个 背 和 景 可 以 帮助 我 们 理解 作者 这 篇 文章 

所 要 说 明 的 物质 文化 在 流 播 中 转变 成 精神 文化 的 一 种 霄 

象 。 

本 书 附 录 一 篇 ,为 作者 翻译 的 让 塔 波 夫 k《 古 突厥 于 都 斤 

山 新 证 》。 后 有 书目 举 要 和 索引 ,索引 的 编制 在 中 文书 籍 中 

十 分 难得 ,值得 表彰 。 
( 原 鞠 f 广 研究 ) 第 5 卷 ,1999 年) 



《中 国 与 伊 妆 :从 亚 历 贞 大 到 

唐 朝 研 究 论 集 》 

继 1990 年 举 允 “吐鲁番 部 煌 文献 研究 "国际 学 术 讨论 

会 之 后 ,意大利 威尼斯 东方 学 研究 所 于 1994 年 又 举办 了 

“从 亚历山大 到 良 朝 的 中 国 和 全 朗 关 系 研 究 " 国 际 学 术 讨论 

会 。 现 在 , 捍 在 我 们 面前 的 这 本 《中 国 与 贫 朗 :从 亚历山大 

到 唐 朝 研 究 论 集 祖 (Cina e Jr，ao diessaridro Magnro Ga 

Pinastia Tanmg，ed，by Alfrede Cadonna 人 Lionello Lanciotti， 
Firenze: 1eo S.0lschki Editore, 1996) ,也 是 继 上 次 会 议 的 论 

文集 《吐鲁番 教 粕 文献 一 一 丝绸 之 路 的 文明 汇聚 研究 论 集 》 

【Turpm and Triangi 二 ee ext， 瑟 neorriier 必 cipiizations 

on Ie Si 了 Roure, 志 . by A.Cadonma, Firenze 1992. 拙 撰 书评 

载 4 汉 学 研究 ?第 11 卷 第 4 期 ,1992 年 ,307 一 309 页 ) 之 后 ， 

对 唐 代 及 唐 以 前 中 古文 化 交流 史 斌 究 的 又 一 贡献 。 本 论文 

集 由 卡 多 那 (Alfredo Cadonna) 和 蓝 其 奥 狂 (Lionellio Lanciotti) 

主编 , 1996 年 在 佛罗伦萨 市 版 , 共 收文 章 六 篇 , 篇幅 不 大 ， 

但 内 容 可 观 。 

在 主编 的 皇 序 和 诺 里 (Gherardo Gnoli) 教 授 的 敏 词 后 ， 

319 硬 

《 激 球 内 弄 揪 坦 世 半 瑟 过 同 并 . .可 员 灯 男 妖 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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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是 两 简 关 于 古代 新 疆 人 种 问题 的 研究 ,所 论 人 种 的 年 代 

在 公元 以 前 ,对 于 唐 研 究 的 读者 米 说 是 早 了 些 , 履 此 置 而 不 

论 。 以 下 按 论文 发 表 顺 序 , 略 做 评介 。 

辛 姆 斯 一 威廉 姆 斯 (Nicholas Sims - Wiliams 六 中 国 和 印 

诬 的 标 特 商人 》(The Sogdian Merchanls in China and Indqdia， 

45 一 67 页 ) 一 文 , 希 图 利用 传统 的 汉文 文献 之 外 的 时 特 文 

资料 ,来 揭示 汉文 材料 所 不 能 明了 的 -- 些 问题 。 他 首先 讨 

论 了 斯 坦 因 在 敦煌 西北 长 城 烽 媒 下 发 现 的 聚 竺 文 古 位 礼 ， 

试 为 这 批 写 于 公元 四 世纪 初时 的 书信 ,是 有 关 桶 特 商 人 在 

中 国 最 旱 的 也 是 最 重要 的 棍 特 文史 料 , 因 为 书 售 担 到 了 姑 

岂 ( 凉 州 ) 利 敦煌 的 栗 特 到 落 ,因而 知道 这 些 书信 和 就 是 从 河 

西 寄 到 票 特 人 的 本 土 撒 马 尔 干 以 及 敦煌 和 撒 马 尔 十 之 入 的 

某 地 的 。 他 进一步 反 豆 了 险 玛 塔 ( 于 Harmatta) 关 于 十 信 札 

写 于 公元 196 年 前 后 的 说 法 ,而 坚持 恒 宁 ( 妈 .B. Henning) 的 

观点 。 信 甄 表明 这 批 票 特 商人 的 人 数 颇 为 可 观 , 其 行踪 除 

河西 外 ,还 到 了 洛阳 。 他 们 经 营 的 商品 有 金 、. 麻 香 .胡椒 . 樟 

脑 .大 麻 或 亚麻 织 的 布 丐 和 小 麦 等 ,他 们 至 少 在 敦煌 的 保 落 

里 立 有 琐 罗 亚 斯 德 教 的 神 庙 .而 且 从 一 些 栗 特 官 称 上 看 .他 

们 拥有 其 些 自治 和 权 。 恒 宁 已 经 往 意 到 古 信 札 提 到 了 印度 人 

和 栗 特 人 在 洛阳 局 死 的 情形 ,并 指出 这 些 印 诬 人 可 能 是 指 

操 所 谓 尼 雅 俗 语 的 部 善 王国 居民 。 辛 姆 斯 一 威廉 姆 斯 根据 

一 件 书 信 上 提 到 票 特 人 到 楼 兰 去 做 买卖 的 事 ,而 进一步 坚 

实 了 醒 宁 的 看 法 。 他 还 通过 语文 学 的 分 析 ,指出 尼 政 和 欠 语 

和 栗 特 语 都 曾 受 到 贵 震 王国 所 用 的 大 夏 请 (Bacuian) 的 影 

唤 ,而 语言 上 的 影响 痕迹 反映 了 票 特 人 不 仅 是 中 亚 (古代 新 

杜 ) 与 中 国 刘 易 的 中 间 人 ,而 号 也 是 著 度 与 中 国之 效 贸 易 的 

中 间 人 。 对 于 后 一 点 , 辛 姆 斯 一 威廉 姆 斯 主要 利用 了 他 本 



人 解读 ]9%7 一 1978 年 在 中 巴 友 谊 公路 (Karakonon Highway) 

巴基斯坦 -- 侧 发 现 的 票 特 文 铭刻 材料 。 从 字体 上 判断 ,这 

些 铭记 主要 足 公 区 四 至 六 世纪 的 产物 ,总 数 育 六 下 密 条 ,但 

每 条 文字 不 多 ,往往 足 题 和 而 已 。' 一 些 “ 石 恨 人 “ “米国 

人 人 ”、“ 片 吉 肯 特 人 "题名 租 带 有 "让 斯 " “叙利亚 "地 名 的 题 

记 ,表明 这 些 前 入 印度 的 堵 和 炎 人 与 西方 的 贸易 联系 ;而 题记 

中 的 " 危 艾 "“ 议 盘 院 " 地 和 名和" 汉 女 "等 , 则 表明 这 些 票 特 商 

大 在 印度 与 中 国 的 贸易 中 所 扮演 的 角色 。 他 的 结论 是 ,在 

票 特 .中 国 .印度 的 .三 角 贸 易 中 , 栗 特 人 是 主要 的 贸易 承担 

者 。 洗 姆 斯 一 夏 廉 姆 斯 又 简要 氢 述 了 较 晚 的 敦煌 吐鲁番 累 

特 文 文书 所 反映 的 情况 , 即 主要 是 汉化 和 佛教 化 的 情况 。 

最 后 ,他 总 结 了 票 特 对 中 国 的 贡献 和 中 国 对 票 特 的 贡献 。 

作为 票 特 语 们 的 专家 , 辛 姆 斯 一 威廉 姆 斯 利用 他 所 缉 

悉 的 粟 特 文 材料 ,描绘 出 一 幅 某 特 商 人 奔波 在 粟 特 .中 国 、 

印度 之 间 的 广 痢 画 而 。 伍 在 谈 到 萌 特 商人 在 中 国 的 活动 

时 .中国 新 出 士 的 汉文 利 桶 特 文 材 料 以 及 -- 些 中 国学 者 用 

没 语 撰写 的 文章 ,都 是 不 能 忽视 的 。 日 本 学 者 表 田 冰 

(Yoshida Yutaka 六 中 国 和 印度 的 票 特 商人 补 记 (4dditiongl 

TOtE 0m 9 一 Parns ”drtiee op 二 e Saopgaiom Werecpenis 王 

China and zcdia ,69 78 页 ), 利 用 中 .日 学 者 的 最 新 研究 成 
果 ,对 辛 如 斯 一 威廉 姆 斯 所 讨论 的 问题 作 了 以 下 几 点 补充 。 

一 , 票 特 商 人 与 楼 兰 正 国 : 提 到 大 谷 文书 61137 号 粟 特 文 残 

片 是 与 事由 文书 ( 邱 于 328 年 ) 同 出 的 材料 ,并 引证 笔者 《十 

代 堵 里 木 盆地 身边 的 票 特 移民 》( 西 域 研 究 》1993 年 第 2 

期 ) 所 揭示 的 建 兴 十 从 年 (330) 汉 文 文书 ,其 上 提 到 了 栗 特 

胡 人 ,是 票 特 文 古 信 杞 年 代 及 所 记 票 特 商 人 与 部 善 王国 关 

系 的 最 好 证 明 。 二 , 汉 式 钢 钱 流行 于 票 特地 区 的 最 早年 代 ， 

4 娄 1 重 

《 灿 束 可 型 经 通 坦 半 工 对 同 闫 . . 台 吕 灯 辐 丑 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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谣 备 联 学 者 斯 米尔 诺 蒜 40.1.Smimova) 等 性 订 这 种 猴 币 上 

的 革 sprr 指 七 扶 纪 后 叶 的 石 国 二 , 因 以 断代 。 上 日 本 学 者 网 

HH 学 《 栗 特 王 统考 (东洋 学 报 % 第 后 卷 3 一 4 导 ,.1984 年 ) 

指出 玫 王 应 比 定 为 七 世纪 初 的 康 国 芋 “此 失 毕 " 八 附 车 》 讳 

改 为 " 代 失 刻 ”, 北 史 》 和 《4 吏 书 》 误 作 " 世 夫 毕 ,四 此 年 代 

可 以 提前 。 二 ,村 特 本 士 和 中 国 的 钱币 流行 : 据 姜 伯 勒 《部 

径 旺 钴 舌 文 书 与 丝绸 之 路 并 文物 出 版 社 ,1994 年 ) 的 研究 ， 

指出 在 汉 式 铜钱 在 这 特地 区 流 行 之 前 , 粟 特 商人 把 萨 囊 银 

币 带 进 中 国 西北 地 区 。 人 得 在 桶 特 文 pnry 与 汉文 “文字 的 对 

证 上 ,作者 不 同意 姜 伯 勤 的 说 法 。 四、 票 特 人 基 否 也 活 牙 在 

海路 上 ? 在 此 作者 提 到 日 本 法 隆 寺 收藏 的 761 年 输入 日 本 

的 一 瑟 香 森 上 ,有 表示 价格 或 重量 的 栗 特 铭刻 。 又 在 姜 伯 

勤 4 广州 与 海上 丝绸 之 路 的 俩 兰 人 》 作 广州 与 海上 丝绸 之 

路 》, 上 广东 稍 社 会 科学 院 ,1991 年 ) 的 基础 上 , 释 读 出 六 溪 发 

现 的 粟 特 银 碗 上 的 粟 特 文 铭文 :“[ 此 碗 属于 ] 石 国 的 …… sh 

《人 名 词尾 )。[ 重 ]42 个 币 。 结 合 姜 伯 勤 所 提 到 的 康 僧 会 

事迹 .柳宗元 《柳河 东 集 》 所 记 南 海 骨 人 及 桂林 右 室 的 唐 代 

安 野 那 (4y okk) 题 名 ,讨论 了 十 世纪 以 前 栗 特 人 在 海上 的 

商业 活动 问题 。 

粟 特 人 是 中 十 时 期 活 栈 在 丝绸 之 路 上 的 国际 商贩 , 其 

种 旋 是 东 伪 朗 人 ,其 语言 属于 东 伊 朗 语 支 , 文 化 属于 贱 朗 系 

统 。 辛 姆 斯 一 威廉 姆 斯 利用 票 特 语文 书 ,指出 了 粟 特 商人 

在 中 , 印 . 栗 特 三 方 贸 易 交 往 中 起 中 间 人 的 作用 ,这 一 结论 

与 姜 伯 勤 《 敦 煌 吐鲁番 文书 与 丝绸 之 路 》 一 书 的 中 心 议题 是 

完全 史 合 的 ,因此 , 美 伯 勤 书 中 引证 的 汉文 文书 材料 ,可 以 

更 加 广泛 地 支持 辛 姆 斯 一 威廉 姆 斯 的 观点 。 吉 田 丰 的 补 证 

主要 是 与 给 西 文 读者 看 的 ,但 他 提出 的 一 些 问题 ,是 东西 方 



学 首都 应 引起 注意 的 。 辛 姆 斯 一 威廉 姆 斯 文中 提 到 栗 特 文 

十 售 礼 中 搞 记 敦煌 的 蓝 罗 亚 斯 德 教 神 庙 ,为 汉文 史料 所 不 

及 (48 页 )。 对 此 , 笔 旧 《让 数 初 传 中 国 年 代 考 六 北京 大 学 

& 岂 学 研究 》 第 3 闫 ,1995 午 ) 据 同一 史料 ,并 参考 汉文 文献 

和 吐鲁番 文书 ,做 了 详细 的 论证 ,可 以 大 等。 近年 来 , 随 着 

聚 特 本 上 和 中 国 一 些 地 方 有 关 桶 特 人 遗址 和 遗迹 的 孝 占 新 发 

更 ,如 园 原 隋唐 史 姓 村 特大 莫 地 的 部 分 清理 { 参 看 罗 丰 《 国 

原 南 部 附中 人 莫 地 ,文物 出 版 社 .1996 年 ; 拙 撰 书 评 载 《 唐 研 

帘 ?》 第 2 卷 ,1996 年 ,555--559 页 ) ,本 特 研究 已 引起 不 少 学 

者 的 兴趣 。 

能 本 裕 【〈 Kumamoto Hiroshi )《 敦 煌 的 于 阅 人 》(The 

Khotanese in Dunhuang,79- 一 L01 页 ) 一 文 , 郑 腿 于 训 相 发 现 的 

于 移 语 文书 是 在 何 种 情况 下 写成 的 .以 期 更 好 好 理解 这 批 

文书 的 内 容 和 它们 与 其 他 地 方 所 发 现 的 六 睛 的 不 同 。 在 讨 

论 敦煌 的 于 罚 人 之 前 ,作者 首先 岩 范 男 温 4 从 世纪 中 时 敦 类 

的 粟 特 人 人 聚落? 一文, 概述 了 与 于 疝 人 种族 和 请 言 同 属 东 贷 

朗 的 栗 特 人 在 喜人 条 的 情 兹 。 依 笔者 的 看 法 , 唐 刘 前 期 敦煌 

的 票 特 大 和 畴 十 世纪 敦煌 的 于 疝 人 没有 太 儿 的 可 比较 性 ， 

在 玫 不 必 可 以 讨论 。 存 4 有 关于 阁 的 充 文 旨 料 ?一 节 中 ,能 

于 众 主 要 依据 前 人 的 论著 如 以 概述 , 癌 百 订正 补充 ,如 指出 

和 ,Tbia.0065 于 疗 请 文书 所 记 Visa” Kirta 七 的 纪年 是 第 

十 六 年 ,而 不 是 员 利 (H. 丈 .Bailey) 所 详 的 “六 年 " ,值得 研究 

唾 兹 占领 时 期 的 于 网 中 者 留意 。 但 他 说 李 圣 天 第 三 女 下 嫁 

归 广 军 节 度 使 曹 元 趾 , 则 似乎 是 不 能 接受 的 (参看 《敦煌 研 

究 $1994 年 第 2 期 所 载 抽 文 )。 作 者 在 第 四 节 《 敦 炉 的 于 阅 

语文 献 ? 中 ,把 这 批 写本 按 外 观 做 了 分 类 , 即 表 列 了 正面 写 

有 汉文 和 写 于 阅 文 的 写 森 编导 ,内 时 形 和 有 册子 装 写本 编号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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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 以 比较 肯定 地 说 是 敦煌 当地 所 家 的 习 字 和 字 租 表 写 本 编 

叶 及 一 些 前 体 步 依 草稿 的 编号 ,并 几 指 出 在 这 些 应 当 是 属 

于 思 世 纪 末 叶 和 十 世纪 的 于 阅 请 文书 中 , 依 当时 的 形势 扒 

般 | ,一 而 写 有 汉字 的 文书 . 习 字 .字母 表 和 前 体 信 稿 都 应 是 

与 于 数 煌 的 ,因此 , 当时 的 敦煌 应 当 居 住 着 相当 多 的 于 赔 

人 。 文 章 第 五 节 《 于 阅 装 罗 训 字 和 凡 所 写 汉 语文 献 》, 正 确 地 

指出 计 煌 发现 的 四 件 汉 文 和 下 凡 谜 文 双语 文书 的 功用 ,就 

是 教 给 于 阅 人 使 用 一 些 最 常用 的 汉文 短语 。 最 后 ,作者 得 

出 结论 说 ,在 十 世纪 的 敦煌 ,应 当 有 一 个 拥有 相当 一 - 批 僧侣 

和 带 有 家 门 的 于 阅 人 所 组 成 的 社团 ,他 们 在 归 义 军 节 度 使 

的 控制 范围 内 生存 。 这 一 结论 可 以 得 到 敦煌 兴 文 文 苛 中 有 

关于 阅 太 子 .使 臣 .僧侣 和 一 般 民 众 的 记载 的 印证 ,特别 是 

新 刊 Dx, 1400 + Dx. 2148 + Dx.6069 于 圆 天寿 二 年 文书 ( 见 

李 正 字 《 俄 藏 中 国 西北 文献 经 眼 录 》,《 敦 煌 研究 》1996 年 第 
3 期 ), 对 于 理解 在 敦煌 的 于 阅 人 情形 很 月 帮助。 在 公元 十 

直 纪 ,有 相当 多 的 于 赔 人 生活 在 敦煌 已 是 不 争 的 事实 ,但 

是 ,为 什么 有 这 么 多 的 于 间 滞 文献 封存 在 莫 高 寅 藏 经 测 ? 

却 仍然 是 一 个 名。 

宁德 达 (Wenmer Sundemann)《 忆 妆 语 摩 尼 教 文献 的 汉 

文 改 编 : 翻 译 和 改造 上》fFarian Jonichaean 和 nts 识 Cinrese 

Remake: Transiation and Jansiormneation， 103 一 119 页 ) 一 文 ， 
讨论 了 汉文 摩 尼 教 文 献 与 合 妆 请 ( 帕 提 亚 语 和 栗 特 语 ) 疼 尼 

教 文本 的 对 应 关系 。 文 章 头 一 部 分 是 对 比 柏林 藏 吐 重 番 汉 

文 文献 中 Ch.258《 摩 尼 教 下 部 车 $ 和 帕 担 亚 语 写本 M.8287 

及 票 特 语 写 本 So.1020071(5) ,So.20154( 又 编 作 So.14411 = 

TIHD I 169) 摩 尼 教 欧文 两 种 文本 中 的 语句 ,特别 有 是 想 用 

伊朗 语文 各 米 解 读 樟 数 (Thomas Thilo) 所 释 读 的 汉文 本末 行 



不 明了 的 “ 遍 [?) 识 (?) 诸 身 (?) 主 (?) 一 何 ,根据 摩 尼 教 《 灵 

魂 枕 歌 》(Semon on the sou) ,可 以 把 * 身 主 " 看 作 汉 文 指称 

“ 肖 玩 "的 用 法 。 事 实 上 , 据 笔者 1996 年 6 -8 月 间 在 柏林 

国家 网 上 馆 所 见 Ch.2s8 永 件 ,此 句 当 读 作 " 遍 识 请 身 性 ”， 

所 有 厂 问 导 均 可 去 除 , 惟 应 说 明 的 是 “性 " 字 在 梯 娄 所 刊 昭 

片 中 失掉 “ 心 " 字 鞍 (4egypien - Yordgerasien - Tian， 六 opiemae 

cr Elion nd Bearpetang agorieruadischer Fnascnrifen ooq, by 

日 .四 engel & 区 、Sundermann, Berlin 1991, fsel XWIITD) ,但 是 

“ 生 " 字 只 上 出 上 曾 一 字 的 右 半 边 , 其 为 "性 " 字 无 疑 。“ 身 性 - 

当然 可 以 作 * 灵 魂 " 解 , 则 此 名 本 可 以 不 必 绕 变 子 。 宗 德 曼 

进一步 分 析 了 “大 威 圣 "及 伊朗 语 中 的 对 应 词 ,最 后 涉 为 此 

浆 文 可 能 旦 摩 尼 教 的 《太阳 神 鞠 》。 文 章 的 第 二 部 分 蚌 对 比 

敦煌 发 现 的 汉文 摩 尼 教 4 下 部 赞 》 第 235 一 260 行 的 随 玖 & 吸 

五 明文 》 和 柏林 未 刊 帕 提 亚 文 & 灵 瘦 赞歌 》 的 相关 语句 ,借以 

阐明 汉文 词语 的 原 义 。 关 于 随 者 的 关系 ,作者 认为 虽然 内 

穿 相 同 ,但 物 文 主 骨 和 精神 隐喻 不 相符 合 , 汉 文本 很 可 能 是 

据 & 灵 魂 适 歌 ?》 的 主要 内 容 而 编 笨 的 。 最 后 , 宗 德 曼 指 出 大 

多 数 汉文 摩 尼 教 文献 都 来 自 一 个 供 计 语 原 本 ,或 者 是 译 自 

某 个 帕 提 亚 语 文本 ,他 还 列举 了 迄今 为 下 已 经 比 定 出 仍 半 

滞 本 的 汉文 灶 文 ,这 对 今后 的 比 定 工作 不 无 参考 价值。 

汉文 摩 尼 教 文献 不 多 ,但 由 于 部 煌 写本 的 完整 性 ,使 得 

汉文 写本 成 为 研究 摩 尼 教 的 最 基本 文献 之 一 。 但 汉文 本 

《下 部 狼 》 多 用 意译 ,又 采用 赞 文体 戴 , 所 以 很 难 还 原 为 俩 遍 

语 ,也 就 很 难 理解 某 些 语词 的 本 义 。 宗 德 曼 的 论文 使 我 们 

更 进一步 理解 汉文 4 下 部 导 $ 与 仇 记 语文 本 的 关系 ,从 历 中 

学 的 角度 来 看 ,这 项 研究 成 果 有 助 于 我 们 理解 汉 地 摩 尼 教 

徒 与 他 们 的 伊朗 教师 们 之 同 的 关系 。 考 虑 到 敦 灼 汉 文本 

《其 不 消 弄 珊 放 灿 半 户 洒 同 宁 .. 加 寅 JT 国 壬 }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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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下 部 赞 $ 此 当 是 因 背 面 僧 管 严 所 抄 《 大 唐 西 域 记 》 而 从 万 州 

《 今 卫 旧 只) 带 到 数 炉 的 (参看 撑 稿 6 圳 煌 文献 所 贞 蜀 唐 五 代 

采 初 中 印 文 化 交往 少 《 季 羡 林 教授 八 十 华诞 纪念 论文 集 少 ， 

江西 人 民 出 版 社 ,1991 年 ,956 一 9%57 页 ; 林 悟 殊 《 敦 煌 摩 尼 

教 写 经 4 下 部 先 ) 序 件 之 考 综 》, 载 区 里 森山 特 著 , 林 虱 殊 翻 

译 增 订 《 古 代 摩 尼 教 艺术 》 ,台北 淑 世 出 版 社 ,1995 年 ,101 一 

105 页 ) , 其 与 呈 鲁 一 所 出 汉文 . 帆 提 亚 文 . 栗 特 文本 之 间 右 

如 尼 冤 切 的 关系 ,就 更 具有 研究 的 旨 趣 了。 最 近 ,二 押 丰 又 

在 相 林 吐 和 鲁 生 汉文 残片 中 发 现 了 与 数 煌 本 所 谓 《 摩 尼 教 残 

经 JSermnon 呈 Light ~- Nous) 文 字 相 则 的 断 片 ,并 与 俩 妆 语 文 

本 做 了 对 比 , 认 为 两 疼 可 能 有 共 回 的 来 源 , 们 不 是 一 方 译 自 

另 一 方 , 虎 所 扎 《 新 发 现 的 议 文 靡 尼 教 残片 》(On the Recently 

Discovered Manichaean Chinese Eragments ，Stadies om 二 ee Fner 

4siar tanguager，XII,1997,35 一 39 贞 )。 吉 上 田 丰 的 结论 也 有 

助 于 我 们 埋 解 宗 德 晕 所 论 两 种 文本 的 关系 问题 。 

( 原 载 4 唐 研 究 ? 第 3 卷 ,1997 年 } 



富安 敦 4《 质 子安 世 高 及 甚 后裔》 

在 中 国 早 期 佛教 译 经 则 上 , 安 世 高 无疑 扮演 着 最 重要 

的 角色 。 从 隋 未 唐 初 到 安 史 之 配 , 安 兴 焉 . 安 修 仁 、. 安 元 寿 

安 忠 和 敬 . 安 禄 出 `. 安 重 璋 ( 李 抑 玉 ) 这 些 安 媳 人 物 ,都 在 政治 

更 皇 写 下 了 重要 的 篇 竟 。 人 们 一 般 都 认为 , 东 议 末 自 安息 

来 华 译 经 的 安 世 贤 是 个 僧人 ,他 与 安 兴 贵 一 家 没有 血缘 上 

的 联系 ,与 安 禄 出 更 是 风 马 牛 不 相 攻 。 最 近 ,意大利 学 洗 富 

安 敦 (Antonino Forte) 教 授 刊 出 《质子 安 世 商 及 其 后 裔 :一 个 

俩 六 家 族 在 中 国 》 一 书 !54 力 图 证 明 安 世 高 不 仅仅 是 一 个 

僧人 ,而 卫 是 安息 国 的 质子 .他 的 直系 后 裔 即 北魏 的 安 同 ， 

唐 朝 的 安 兴 贵 . 安 修 仁 一 察 ,甚至 安 要 山 也 和 这 个 家 族 有 亲 

属 关系 。 作 者 在 妆 集 , 谋 释 史料 上 下 了 功 天 ,对 武威 安 姓 成 

员 在 唐 表 政治 生活 中 的 重要 作用 有 详细 的 论说 ,对 安 禄 吓 

的 出 身 提 出 了 自己 的 看 法 。 所 以 ,不 论 是 从 中 西 交 通史 还 

[ 上] 下 ,Forte，e estage dm Shigae mrud Prs 站 pri 攻 4 ranizn family in Tina 

《Haljian School of asl Asiar Stuciira Torasiona Eapem 百 ) ， 疏 Yotot TLaljan Sahool 吕 

sl ntar Ses ，j905，XT+ 1S2pP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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{ 歌 迁 糙 癌 可 库 再 沁 汪 和 源 内 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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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 从 唐 史 研究 的 角度 来 讲 , 这 部 新 著 都 值得 我 们 重 说 。 然 

而 ,对 于 其 基本 观点 ,我 读 后 实在 感 旬 难以 苟同 。 负 简要 介 

绍 一 下 该 书 的 内 容 , 并 引出 有 关 的 史料 ,然后 六 述 我 对 这 一 

问题 的 看 法 。 

作者 在 序言 中 提出 要 讨论 的 二 个 基本 问题 是 :( 提 关于 

安 世 高 的 比 定 问题 , 即 佛教 史上 的 安 世 高 和 非 佛 教 史上 的 

质子 安 世 高 是 否 一 个 人 的 问题 ;(2) 宇 称 安 世 高 为 其 祖先 的 

家 族 ( 即 凉 州 式 威 安 氏 ) 在 中 国 社会 和 历史 上 所 扮演 的 角 

色 ;(3) 叛 由 安 禄 山 与 这 个 家 族 的 联系 。 

在 前 言 中 ,作者 介绍 了 这 项 癸 究 所 利用 的 文献 和 碑 志 

材料 的 基本 内 容 , 并 评述 了 前 人 相关 的 研究 成 果 ,特别 批 评 

了 日 本 学 背 桑 原点 藏 氏 把 所 有 凡 代 安 姓 人 物 都 看 作 是 来 自 

布 哈 拉 的 票 特 人 的 观点 上 认为 这 种 观点 影响 了 人 们 对 安 

世 高 后 裔 的 认识 。 和 作者 承认 属于 昭武 九 姓 的 安 姓 票 特 人 在 

唐 代 的 大 星 存 在 ,但 他 特别 强调 指 册 武 威 的 安 氏 与 粟 特 人 

有 别 。 对 于 这 一 家 族 成 员 在 北朝 志 代 任 萨 宝 的 记载 ,作者 

报 据 蔷 印 丰 作 氏 的 考证 结果 ,以 为 “ 萨 宝 " 一 词 来 自 郴 文 

sarhaviha , 意 为 “ 队 商 首领 "! ?1 表明 此 职 与 宗教 事务 元 关 

而 主要 负责 商业 事务 。 

在 第 一 章 4 文 献 证 据 ? 中 ,富安 敦 吉 授 首先 引 《 魏 书 》 卷 

工 十 九 和 《本 中》 卷 二 十 《 安 同 传 % 的 记载 : 

【11 桑 原 轴 埠 《隋唐 时 代 红 支那 工 来 往 L 六 西域 人 江 就 :区 内 朋 博 士 还 历 

坑 锅 专 那 学 诊 瞧 ?》, 京 帮 ,1926 年 ,61 一 612 页; 收入 《 柔 原 此 藏 全 集 》 第 二 

着, 东京 ,1968 年 ,314 一 345 页 。 

【2 忌 田 塘 八 西奈 研究 (第 二 回 ]:( 四 ) 萨 记忆 一 关 所 ?3 性 呈 学 亲 坊 ? 第 35 卷 第 

3 上 号 ,1925 年 ,195 一 215 页 ; 收 人 《东西 亦 转 史 四 研究 - 占 城 箱 》, 来 京 ,1933 

年 ,279 一 307 页 。 



安 同 ,这 东胡 人 也- 其 先祖 日 世 高 , 汉 时 以 安息 王 

件 子 入 洛 。 历 魏 至 填 , 避 乱 辽 东 , 六 家 村 。 

昌 然 他 注意 到 安 间 之 父 安 慑 的 生存 年 伐 大 约 在 320 年 左 

右 ,与 安 世 高 的 活动 年 代 ( 约 148 一 172 年 ) 相 差 百年 以 上 ， 

但 他 完全 柑 信 《 魏 书 加 和 #《 北 中 ?的 记载 ,把 安 同 认 作 安 世 高 

的 后 人 - 

接着 他 又 引用 了 《元 和 姓 繁 》 辑 本 的 “ 安 姓 " 条 ， 

安 。 

风俗 通 , 汉 有 安 成 。 庐 山 记 , 安 高 ,安息 王子 ,入 

传 。 姑 减 凉 州 。 出 自 安 [ 息 ] 国 ,汉代 遗 ( 遗 ) 子 朝 , 因 届 

凉 土 。 后 魏 安 难 陀 至 科 盘 费 罗 , 代 居 凉 州 ,为 萨 室 。 生 

兴 焉 …… 生 己 安 , 生 成 。 成 生 叫 葡 ……， 。 串 敬 生 的 玉 ， 

这 里 的 标点 . 补 字 - 一 从 富 氏 ,他 在 “安国 "二 字 间 补 一 “ 息 ” 

字 , 似 有 些 武断 。 但 他 据 k《 水 经 注 》 引 庆 山 记 六 下 有 神 唐 ， 
以 窜 训 为 号 ,其 神 安 候 也 ”, 指 出 人 侍 之 王子 安 世 高 即 佛教 

史上 之 安 候 世 高 , 却 是 可 坟 认 网 的 。 

作者 又 引用 了 《新 唐 书 ? 卷 七 十 五 下 《 掌 相 世系 表 》 的 记 

载 : 

武威 李 氏 ,本 安 氏 , 出 自 姬 姓 。 黄 帝 生 昌 意 , 昌 意 

次 子安 ,居于 西方 , 自 呈 安息 国 。 后 汉 来 , 遗 子 世 高 入 

地 , 因 居 洛阳 。 署 魏 间 ,家 于 安定 ,后 德 辽 左 以 避 乱 。 

又 徙 武威 。 后 魏 有 难 陀 。 和 孙 敬 罗 , 周 、 哨 间 , 居 凉 州 武 

429 二 

《天 部 料 济 双人 诗 册 才 司 旭 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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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 为 萨 宝 。 生 兴 贵 . 修 仁 - 至 抱 玉 , 赐 姓 李 。 

由 此 ,作者 更 加 坚信 武威 安 氏 是 安 世 高 的 后 裔 的 看 法 。 此 

外 ,他 还 引用 了 邓 各 址 《古今 姓氏 书 因 证》 壮 樵 《4 通 志 : 氏 族 

略 少 、. 胡 二 省 《 通 鉴 注 》 引 《 姓 谱 》、 王 应 饼 《 姓 氏 急 就 篇 》 以 及 

《 唐 竟 《六 前 》 中 关于 安 姓 的 条 肯 , 各 书 内容 并 未 超出 《 姓 

繁 》 和 《新 表 》。 

第 二 章 《 销 文 材 料 》, 主要 是 利用 三 方 唐 朝 墓 志 或 碑 ,来 

说 明 碑 志 主 在 甸 史 上 的 事迹 以 及 碑 志 中 所 记 的 安 姓 来 历 。 

第 一方 《大 唐 故 右 威 卫 将 军 上 柱 国 安 府 君 墓志 铭 并 序 》, 即 

安 元 寿 (607 一 683) 的 墓志 (47 他 得 以 陪 项 昭 陵 , 表 明 他 在 

唐 初 政治 生活 中 的 重要 性 。 作 者 列 出 志文 所 记 安 元 寿 曾 祖 

以 下 的 名 字 : 安 弹 :.=> 轴 一 兴 贵 一 元 寿 , 认 为 “网 " 是 “ 辐 丐 罗 " 

或 “[ 盘 ] 婆 罗 " 的 身 与 ,至 于 “ 参 ”, 旭 未 加 任何 解说 。 第 一 方 

《河西 入 度 一 天 使 安 公 碑 铬 并 序 } 即 安 忠 敬 (661 一 ?26) 摹 

伯 , 出 自 开 元 宰相 张 说 的 手笔 3 作者 还 注意 到 , 安 忠 敬 

还 出 现在 灵 云 二 年 (31 所 立 4 凉 州 大 云 寺 碑 》 中 。《 安 忠 敬 

碑 》 称 : 

公 讳 趾 敬 , 字 某 ,武威 人 也 。 轩 辕 帝 和 孙 , 降 居 弱 水 。 

安 龟 王子 , 以 国 为 姓 。 世 高 之 速 汉 季 , 自 河 南 而 适 近 

东 ; 敲 阳 之 受 魏 封 , 由 阴山 而 宅 凉 土 。 高 阳 王 同 竺 尚书 

[【 1] 网 吵 睦 博物 馆 & 唐 安 元 寿 去 妇 基 发 摘出 报 $,《 文 物 ?$1988 生 第 12 期 ,37 一 物 

页 ; 莽 吉 图 版 抑 《 降 唐 五 代 墓志 汇编: 陕西 卷 3$ 三 ,天神 古 类 出 版 社 ,1991 年 ， 

9 页- 

[2] . 见 t 张 说 之 文昌 ?着 二 六 克 四 部 失 刊 ?$ 本 :又 4 文 王 英 华 y 郑 儿 一 芋 和 全 唐 文 

人 辩 二 一 品 ， 



左 仆 射 河 问 公 原 晤 真 。 河 问 生 建 节 将 军 西平 公 妆 从 
正 。 西 平生 龙 芒 将 军 黄 门 侍郎 广 宗 修 薛 喇 微 。 累 叶山 
华 , 载 于 狐 史 。 高 祖 何 藏 器 , 广 宗之 子 也 。 剖 祖 罗 广 
太 ……。 祖 兴 贵 …e 者 文 生 。 

这 里 把 从 安 同 以 来 的 世系 连续 不 断 地 写 了 下 来 , 即 : 安 间 一 

原 旺 真一 顷 从 下 .~ 配 旺 微 -~ 何 藏 -~ 罗 方太 一 兴 走 一 文 

生 一 忠和 匣 。 宵 安 敦 教授 认为 , 安 文 生 即 人 新 表 ? 的 " 安 文 成 ”、 

《 姓 纂 ?的 “安生 成 ,其 正确 的 写法 席 是 " 安 文 成 " ,改作 " 文 

生 ” ,大概 是 避 唐 高 祖 子 建成 的 讳 。 至 于 罗 方 天 以 上 各 位 二 

个 字 的 名 字 ,他 认为 头 一 个 字 是 名 ,第 二 三 个 字 是 字 。 这 样 

“ 原 晤 真 " 即 安 原 , 字 上 果真 。 至 于 “和 雯 暑 微 "与 “ 难 陀 "“ 获 

轩 "与 “ 罗 方 大 "之 勤 癌 ,他 认为 " 节 " 是 其 汉语 名 ，“ 难 陀 " 是 

其 胡 语 名 ;而 " 罗 " 则 可 能 是 “ 盘 获 罗 "或 “[ 盘 ] 牙 罗 "的 简称 。 

这 似乎 不 能 圆满 地 解决 问题 。 而 且 , 他 还 回避 了 ”和 何 藏 器 ” 

在 & 安 元 寿 墓 志 ? 中 为 什么 叫 " 寡 "的 问题 。 第 三 方 《大 唐 故 

公 土 安 看 墓志 铬 并 序 》, 即 安 令 节 (645 一 704) 墓 志 1 关于 

安信 市 的 来 历 , 志 文 称 :" 先 武威 站 峰 人 。 出 自 安息 国王 子 ， 

人 侍 于 讽 ,因而 家 需 。 历 后 魏 . 周 、 隋 , 仕 于 京 洛 ,. 故 今 为 鄙 

州 宜 禄 人 也 。 其 祖 和 名 赔 , 父 名 生 , 有 二 子 :如 岳 、 国 由、 武臣 。 

报 据 ”出自 安 息 国 王子 ,人 侍 于 汉 "的 记载 ,作者 也 把 宏 令 节 

列 人 安 世 高 的 后 人 行列 。 此 外 ,作者 还 对 这 些 分 判 生活 或 

死 于 族 阳 ,过 东 . 凉 州 .长 安 宜 禄 等 地 的 安 姓 人 之 迁徙 与 联 

【1 ] 见 端 万 5 甸 毅 藏 石 沁 ?着 一 ,1909 年 , 叶 一 笃 二 ; 周 绍 朋 # 庚 代 莫 志 拒 编 》 

上 ,和 夺 海 ,1992 年 ,1045 一 1046 页 ; 毛 认 光 《 唐 代 划 上 志 犀 汇编 附 考 ?第 4 由， 

台北 ,1993 年 .444 一 447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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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 , 做 了 一 番 : 考 释 论 说 .力图 把 他 们 之 间 记 载 的 空白 连 缀 起 

来 。 

第 三 章 题 4 论 关于 安 志 高 前 早期 锦 教 史料 ?。 首 先 , 寅 

安 部 教授 据 道 宣 《 续 高 僧 传 》 卷 十 一 ,指出 于 论 宁 的 创立 者 

吉 藏 (549 一 623) 是 出 自 安 息 的 安 姓 人 。 又 据 量 俏 安 汀 《中 

论 朴 记 } 卷 一 , 指 负 吉 藏 “是 安 具 国 太子 世 商 凋 裔 "。 接 着 

作者 考察 太阴 持 人 经 注 序 》 和 《 安 般 守 意 经 注 序 # 中 有 关 安 

世 高 的 最 早 记载 ,如 前 者 的 “ 捐 王位 之 荣 , 安 贫 乐 道 ”, 后 震 

的 “有 营 萨 者, 安 清 字 志 高 ,安息 王 师 后 之 子 , 让 国 与 报 。 驰 

避 本 土 , 猥 而 后 进 ,性 处 京师 "等 等 ,认为 人 们 普遍 承认 的 两 

个 观点 , 即 (1 安 世 高 属于 小 科教 族 ,(2) 他 是 个 僧人 .都 是 

值得 怀疑 的 。 

关于 第 一 点 ,作者 指出 安 世 商 的 称号 " 葵 萨 ", 实 指 大 乘 

教派 的 高 伪 。 其 弟子 严 锦 调 与 安 辫 所 译 之 《法 镜 经 》 

(Ugradalla - pariprecha)y 实 为 一 部 大乘 经 典 。 所 以 , 安 世 高 实 

为 大 乘 教 徒 ,其 所 译 小 碟 经典 是 为 了 作为 宜 扬 大 乘 佛 教 的 

基础 。 关 于 第 二 点 ,作者 认为 “ 售 家 "并 不 全 指出 家 为 僧 , 而 

且 他 也 可 能 在 出 家 之 前 ,已 经 有 了 核子 。 作 者 还 解释 了 《法 

句 即 序 ?中 “ 安 候 世 高 "的确 切 会 义 , 以 及 与 安庆 高 同时 代 的 

另 一 安 姓 人 物 安 玄 又 叫 作 * 安 侯 骑 都 时 "”。 最 后 ,作者 分 析 

了 佛教 史料 与 世俗 史料 对 安 直 高 记载 不 局 的 缘 鼓 ,并 将 佛 

教 忠 上 的 安 世 商 与 质子 安 世 高 比 算 为 一 。 至 于 六 世 纪 初 以 

来 佛教 史料 所 讲 的 灵 帝 末 ,关中 与 洛阳 动乱 , 安 性 高 逃 向 江 

南 ,经 庐山 到 会 移 的 传说 ,作者 认为 没有 历史 根据 ,而 相信 

六 世纪 中 叶 岂 来 世俗 史料 所 说 的 安 性 高 逃 向 北方 , 即 k 安 令 

节 董 志 》 所 说 的 关 藏 附近 的 乌 减 。 

本 书 有 两 个 附录 。 附 录 -- 讨 论 开 元 十 年 (322) 唐 朝 遭 



返 质 于 的 记 令 及 其 背景 。 附 录 二 是 关于 安 委 山 的 安 姓 来 源 

癌 题 。 画 为 与 安 禄 山 - -起 从 漠 北 渴 到 唐 朝 的 安 孝 节 及 其 弟 

安 贞 节 的 和 名字 里 ,和 和 武威 安 令 各 的 名 字 中 部 有 一 “和 " 字 , 所 

以 蔓 安 训 教 授 认为 ,即使 不 能 将 他 们 比 定 为 兄弟 并 认为 孝 

生 、 贞节 之 父 安 道 即 安 令 节 之 父 安 生 ( 可 能 * 道 买 "为 字 ， 

“ 生 ”为 名 ) ,也 下 以 认为 安道 闫 一 族 与 安 世 高 后 裔 安 令 节 一 

族 有 亲属 关系 。 安 中 之 乱 后 ,证 身 凉 州 安 氏 的 安 重 璋 ,把 安 

真 节 收 状 的 安 禄 山 视 为 “ 回 媳 " 或 “同宗 ” ,因而 请 求 店 朝 准 

其 改姓 李 , 和 名 抱 玉 ,这 说 明了 安 禄 山 不 论 原来 是 否 媳 安 ,但 

他 所 在 的 安家 与 武威 安 氏 有 亲 威 关系 ,尽管 这 种 关系 可 能 

是 远 关 。 

以 上 是 富安 敦 教授 关于 安 志 商 上 及 其 后 裔 的 主要 观点 。 

他 对 于 质 引 用 的 材料 ,做 了 详尽 的 论说 ,但 他 没有 留意 唐 代 

史料 中 所 记载 的 其 他 例证 ,或 者 说 他 漫 有 深入 考查 南北 朝 

隋唐 以 来 的 姓氏 群 童 问题 的 全 艇 ,因而 过 分 地 相信 史料 中 

对 安 姓 诸 氏 早 期 的 人 扎 记 。 

关于 安 世 高 本 人 是 否 安息 王子 及 其 让 自 木 谭 ( 小 安息 ) 

的 下 能 性 问题 , 李 铁 匠 k 安 世 高 身世 辨析 ?有 评述 (05 而 安 

志高 译 经 的 种 类 和 他 所 传 的 货 法 , 簿 之 4 安 世 高 所 译 经 的 研 

究 》!31 王 邦 维 《 安 息 僧 与 早期 中 国 佛教 ?53) 均 有 讨论 , 读 

者 可 以 参看 。 这 里 着 重 讨论 安 世 高 与 魏 晋 以 后 安 姓 的 关系 

问题 。 

从 北 台 到 隋唐 , 冒 称 名 人 后 磨 是 司空 帆 惯 的 事情 ,史书 

[1 ] 兄 $ 江 西 大学 学 报 》1989 年 第 1 期 。 

【2 ] 《现代 佛学 ?1959 年 第 2 期 。 

[ 3 ] 有 全 朗 学 在 中 国 论文 华 $,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杜 ,1993 年 。 

433 硬 

《了 机 开 料 光村 库 汕 改 部 》 洒 册 机 



答 434 

碑 志 中 的 例 了 不 上 性 核 举 ,特别 是 人 位 部 把 自己 一 姓 的 来 押 

追溯 到 黄帝 上 1 华夏 族 的 共同 心理 ,就 是 大 家 都 是 黄帝 的 

子 未 。 受 汉文 化 影响 的 辽东 安民 和 武威 安 氏 ,也 不 例外 。 

关于 安 间 , 唐 长 侨 《 魏 晋 杂 胡 考 ?已 辨 其 不 应 是 安 拓 高 之 

后 521 唯 所 说 安 世 高 无 后 系 和 林 到 辽东 两 点 ,富安 敦 教授 

部 有 论说 ,因此 还 再 讨 论 -《 魏 书 》 和 4 北 史 # 记 安 间 之 先祖 

为 安 世 高 ,但 安 手 高 不 论 是 僧 是 俗 ,他 与 安 同 之 父 安 届 之 

问 ,年 代 相 差 白 年 以 上 ,而 且 一 在 洛阳 (后 到 南方 ), 一 在 辽 

东 :, 没 有 任何 虫 料 可 以 填补 其 间 的 空白 ,这 使 我 们 很 难 相 信 

安 同 是 安 世 高 的 直系 后 毅 。 但 安 世 高 是 此 前 在 华安 姓 人 物 

中 最 立 名 者 ,而 且 有 安息 国王 子 的 身分 , 即 王族 之 血统 ,这 

是 姑 让 人 姜 甘 的 一 点 。 安 同一 族 大 概 因此 声称 是 安 世 高 的 

后 人 ,并 写 人 史书 。 从 安 届 与 商人 公孙 卷 为 友人 等 情形 

看 上 2 安 司 一 家 更 像 是 来 自 以 经 商 闻 名 药 粟 特地 区 ,而 不 

是 质子 安 世 高 - 

凡是 一 征 传 说 ,都 会 随时 间 的 延长 而 不 断 添 加 。《 安 同 

传 ?》 的 简单 记载 到 了 张 说 的 《 安 忠 敬 碑 》 时 ,已 经 相当 复杂 。 

安 姓 不 仅仅 是 安 此 高 的 后 裔 ,而 且 还 远 自 轩 辕 帝 孙 , 从 安 阿 

到 罗 方 大 ,不 仅 名 字 齐 全 ,而 且 非 公 即 侯 。 对 于 轩辕 之 后 ， 

人 们 可 以 立刻 指出 其 伪 。 其 实 碑 文 所 记 安 原 晤 真 以 下 的 官 

职 , 都 无 法 在 其 他 史料 中 落实 ,不 能 不 让 我 们 对 其 所 说 的 世 

系 也 表示 怀疑 。 我 们 知道 ,不论 埋 在 蔓 中 的 墓志 ,还 是 立 在 

[ 1 ] 甘于 上 臣 章 稀 庚 人 之 由 称 郡 望 或 骨 认 想 先 , 详 参 陈 实 懂 <《 唐 代 政 治 忠 述 论 

稿 } ,上 请 ,1982 年 ,13 一 16 页 ; 谤 宽 t 归 义军 张 氏家 族 的 封 珊 与 郡 望 3 , 载 

《 辑 煌 呀 普 一 学 研 窑 论文 集 ?, 上 海 ,1991 年 ,600 一 614 页 。 

【2] 唐 长 首 《 析 此 南北朝 呆 论 名 3 ,北京 ,二 腾飞 店 .1978 年 .426 页 

[3]】 见 生 Horte，The Hostage 4 5 语 ao an Ai pring 45 一 16 页。 



坟 上 上 的 墓碑 ,都 必 翡 主 的 后 人 拿 着 家 肚 一 类 的 材料 ,请 一 些 
文人 来 撰写 的 。 这 种 出 自 其 家 族 本 身 所 讲 的 光荣 历史 , 往 
往 是 有 不 可 信 的 成 分 ,特别 是 那些 得 不 到 相同 时 代 的 材料 
证 明 的 说 法 。《 安 忠 敬 碑 》 所 让 的 世系 明显 地 受到 后 人 的 修 
饰 ,因为 它 所 记 的 人 务 比 四 二 多 年 前 写成 的 《 安 元 寿 志 》 还 
详尽 , 谭 且 从 安 兴 贵 以 上 ,两 者 的 名 字 不 同 ,特别 是 安 亚 与 
何 藏 器 ,是 无 法 对 应 的 。 旭 果 这 一 点 没有 合理 的 解说 ,我 们 
就 很 难 相信 《 安 忠 故 碑 》 的 记载 了 。 

《元 和 姓 千 ) 显 然 有 家 传 . 家 科 之 外 的 吏 源 ,其 中 之 一 应 
是 良 朝 官 修 的 灵 氏 录 一 类 材料 (1 而且,《 姓 繁 》 编 写 规 
范 , 虽 和 非 完 本 ,其 形式 有 值得 分 析 的 地 方 。 在 * 安 " 姓 条 目 
下 , 姓 繁 ? 列 汉 有 安 成 及 安 [ 世 ] 商 ,文字 或 有 佚 失 。 值 得 注 
意 的 是 ,以 下 “ 姑 城 凉 州 "是 分 节 标志 , 才 明 此 下 专 讲 站 峰 凉 
州 安 姓 ,也 就 是 说 《 姓 繁 y》 并 没有 直接 说 凉 州 安 姓 是 安 世 高 
的 后 人 。 此 后 ,《 姓 繁 》 明 说 “出 自 安国 .在 唐人 笔下 ,安国 
明确 指 昭武 元 姓 的 安国 ( 布 哈 拉 )。 富 安 敦 教授 在 “ 安 " 后 补 
一 " 息 " 字 , 是 因为 其 上 有 安 世 高 ,并 有 《新 唐 书 》 与 ( 安 忠 艇 
碑 》 作 证 。 上 面 已 经 指出 安 世 高 与 后 文 姑 贼 凉 州 安 姓 未 必 
是 一 回 事 , 而 《新 表 》 及 《 安 忠 敬 碑 》 不 足 据 以 改 《 姓 繁 》 原 文 。 
《 姓 千 }》 下 文 “汉代 起子 朝 , 因 居 凉 十", 也 容易 让 人 把 武威 安 
姓 与 安 世 高 联系 起 来 ,实则 东汉 时 , 西 成 质子 往往 住 在 孝 
煌 (2), 即 在 凉 土 范围 之 内 。 如 果 这 句 玄 虚 的 话 可 以 落实 ， 
也 未 必 指 安 世 高 。《 姓 繁 》 告 诉 我 们 琼州 安 姓 的 确切 祖先 ， 

[1 ]】 敦煌 写本 由 保存 上 -- 些 讶 朝 人 前 期 的 姓氏 录 或 民族 志 , 几乎 全 部 材料 的 录 

误 , 见 唐 耕 看 等 * 琢 煌 村 会 经 济 文献 直 迹 释 录 》} 第 一 辑 , 北 京 ,1986 年 -。 

【2 《后台 书 ?着 八 十 从 《西域 传 3》。 

435 乔 

《 台 迁 料 浊 台 阵 册 只 兰 》 潭 再 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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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后 魏 的 安 难 陀 。 此 后 ,从 其 休 盘 娄 罗 始 , 代 代 清楚 。 
《新 唐 书 - 率 相 世系 表 》 的 史 源 ,主要 应 是 4 魏 书 》 和 《 姓 

繁 》, 但 它 把 《 姓 篆 $》 所 记 “ 武 威 安 姓 " 的 位 置 提前 到 "* 安 姓 " 之 
始 , 于 是 从 黄帝 体 子安 ,经 安 志 高 . 安 间 ( 虽 未 直接 所 名) ,到 
难 陀 .此 罗 、 兴 贵 . 修 丰 -成 为 一 线 单 传 ,而 用 迁 链 之 说 来 藉 
合 中 间 的 空缺 。 其 实 ,正如 富安 敦 数 授 已 经 注意 到 的 , 汉 之 
安 成 以 及 山东 新 发 现 石刻 所 记 诸 安 姓 人 士 , 不 属于 凉 州 安 
姓 一 系 505 所 以 ,《 姓 纂 3》 把 安 成 . 安 世 高 排除 在 凉 州 安 姓 
之 外 是 有 其 理据 的 . 《新 表 》 将 二 者 混为一谈 ,是 没有 明白 
《 姓 繁 % 的 体例 ,因此 也 是 不 足 为 独 的 。 

以 上 从 史 源 党 的 角度 ,对 有 关 的 史料 做 了 分 析 。 可 以 
说 , 安 世 高 之 为 辽东 安 间或 凉 州 安 氏 先祖 的 说 法 ,只 是 一 种 
传说 , 而 不 能 试 作 信 和 史 。《 安 患 和 敬 碑 》 所 记 安 间 与 泳 州 安 姓 
的 美 系 也 是 值得 怀疑 的 。 

《 姓 舌 } 记 凉 州 安 姓 的 第 一 位 留 下 名 字 的 祖先 ,是 北魏 
的 安 难 辽 ,并 说 “后 魏 安 难 陀 至 孙 提 婆罗 , 代 居 凉 州 ,为 获 
室 。" 这 里 有 两 点 值得 注意 ,一 是 名 字 , 二 是 萨 宝 。 

从 安 难 陀 前 名 字 来 看 ,说 他 必 凉 州 安 姓 的 第 一 位 祖先 
是 比较 合适 的 。 因 为 如 果 安 难 陀 是 安 同安 原 的 后 人 的 话 ， 
从 安 则 一 家 的 没 化 程度 ,可 以 推定 ,到 难 陪 时 ,不 应 再 取 胡 
语 的 名 字 ,到 盘 婆 罗 时 .已 经 数 代 , 更 不 应 再 取 胡 名 。 富 安 
教 教授 认为 难 陀 汉 名 为 薛 , 字 晤 微 , 若 果真 如 此 ,为 何 还 取 
胡 名 。 依 我 看 ,武威 安 氏 从 难 陀 任 萨 宝 开 始 , 才 著 称 于 世 ， 
表明 他 们 开始 从 胡 族 社会 进 人 到 总 族 社会 。 如 果 我 们 把 难 
陀 看 作 是 安 世 高 的 后 毅 , 这 是 万 法 理解 的 。 但 是 ,如 果 我 们 

【1 ， 和 Fore，3e Hostage dm Shigaa end Ris jipring ,19 页 注 24。 



把 难 陀 看 作 是 凉 州 村 特大 的 领 衬 人 物 ，- 切 问题 就 迎 丸 而 

解 了 。 

凉 州 之 药 特 商 萌 由 来 已 入 ,但 确切 地 记载 凉 州 有 栗 特 

人 育 落 的 材料 ,是 邱 于 西晋 永嘉 五 年 (311) 或 其 后 几 年 癌 的 

票 特 文 古 信和 札 ,这 些 发 现 十 辑 烃 长 城 烽 嫌 下 的 票 特 文 - 节 信 , 

是 从 曾 州 寄 往 家 乡 的 ,其 所 记 经 商 之 规模 ,表明 凉 州 桶 特 人 

聚落 已 经 相当 之 大 [5 权 特 人 在 开始 定居 中 同时 ,一 般 者 

生 话 在 晶 己 的 娶 落 里 , 仍 用 胡 名 ,而 没有 汉 姓 , 票 特 人 开始 

定居 凉 州 时 ,应 当 也 是 一 样 。 北 魏 时 , 票 特 聚 沙 首 领 醉 宝 开 

巡 被 纳 人 中 国 职 官 体 系 , 出 作 萨 宝 的 人 也 开始 见于 汉文 史 

料 的 记载 ,如 《4 良 安 万 通 苦 志 # 记 其 祖 但 任 “ 大 魏 …… 摩 启 萨 

宝 "[?1 又 8 唐 史 启 耽 墓志 》;: “曾祖 民 , 杉 摩 订 大 萨 宝 。 031 

安 但 .安民 ` 安 难 陀 之 同时 以 萨 宝 身份 出 现在 中 国 历史 .[， 

绝 不 是 偶然 的 现象 , 它 是 栗 特 前 人 聚落 开始 大量 与 汉人 社 

会 接触 的 开始 。 安 难 陀 之 所 以 是 或 威 安 姓 第 一 位 见 诸 史籍 

的 人 物 ,原因 就 在 于 此 。 事 实 上 ,从 票 特 地 区 的 布 哈 拉 迁 到 

【1 有 关 古 个 杞 的 主要 研究 成 时 ,有 机.B.Henning,“The Pate of thr Sogdan An- 

Cient Lettera” ，Bufierin 咱 e Sool gf Onmeneaud md iean Sadier， 半 ，1948， 

PE GD 一 在 1 -Hanmallkh ， “Soedian Soumrces for the 1jistory of Pre -Ialamac Cen- 

tral Aata”，Jyrpfegonmaena 三 坊 e Sourneg De ie 有 story 太 疡 ge -imric Centra7 

4 Bandlapem ， 了 979 ，pP.153 一 165: F. Crenet and NSims -Williares，“The His- 

iorical Comrext of ihe Sofylipn Amuient Letters”，Tranmsziom Period 让 Jamiam 

story( Seadia jnamier，Cahier 5 Leuyen 1987，ppb.10L- 122; 刘 让 # 敦 煌 所 出 

昌 特 语 古 信 札 与 两 普 之 际 训 煌 姑 闫 的 票 特 人 》 必 教 煌 和 研 守 ?1995 年 第 3 期 ， 

147 一 1 有 到 页。 区 淖 荣 新 江 《 斌 数 客 忧 中 国 年 代 考 ?3 国学 研究 ?第 3 卷 , 站 

京 大 学 出 版 社 ,1996 年 .339 一 342 页 。- 

【2 ] 贺 梓 城 4 良 王 朝 与 边 狂 民族 和 邻 国 的 友好 关系 ?发 立 博 》 创 刊 于 ,1984 年， 

[3] 罗 书 固原 南 邵 聊 唐 中 亚 虫 氏 墓志 考 攻 咏 下) 大 陆 杂 志 》? 第 90 卷 6 期 ， 
1995 车 : ,29 更 。 

《可 讯 料 区 局 库 沙 由 妆 》 涉 坤 时 



夯 了 翌 直 了 导 

武威 定居 的 这 个 家 族 的 内 中 ,应 嘻 于 难 陀 的 时 代 。 如 果 从 

票 特 人 东 来 凉 土 ,以 及 其 他 标 特 人 的 例证 来 看 ,把 武威 安 氏 

看 作 中 史籍 记 梧 所 记 的 安国 人 ,是 裤 有 任何 向 题 的 。 

从 难 陀 至 障 盘 靶 罗 , 安 氏 世代 为 凉 州 萨 宝 的 记载 ,是 起 

威 安民 出 于 聚 特 人 的 另 一 重要 标志 。 当 安 敦 教授 征 有 考虑 

有 关 萨 堂 词 源 的 多 种 可 能 ,也 没有 认真 检索 关于 此 词 的 最 

新 研究 成 果 , 而 是 接 爱 了 芯 田 厅 八 民 早 年 的 说 法 , 指 落 鹤 为 

柯 文 Sarthaviha 的 对 详 ,并 用 认为 与 宗教 无 关 。 其 实 , 包 检 

北 入 至 唐 朝 山 任 萨 室 - ' 职 者 的 姓名 . 几 平 无 -- 例 外 是 晤 武 

九 姓 人 (1 这 就 是 我 对 上 吉田 丰 氏 最 近 指 票 特 文 古 信 札 中 

的 s rip w 为 " 萨 宝 " 原 语 - -说 表示 质 同 的 原因 [2 姜 伯 勤 

先生 通过 对 有 关 萨 宝 的 种 种 记载 的 深 人 研究 ,认为 其 深 层 

含 尽 为 " 伊 兰 系 厚 户 聚居 点 上 的 一 种 政教 兼 理 的 蓄 窜 大 首 

领 。!3j1 对 照 栗 特 文 古 信 札 中 出 现 的 mpt -“ 只 祝 " 一 名 ， 

姜 说 不 误 (4 由 此 我 们 可 以 认为 , 安 难 陀 到 安 盘 获 罗 , 安 

氏 一 家 实 为 凉 州 粟 特 人 素 落 中 的 政教 首领 ,由 于 这 个 聚落 

规模 较 天 , 才 使 得 安 兴 贵 丰 以 联合 明 人 ,轻而易举 地 推 敌 李 

罗 审 据 政 权 。 

由 以 上 论证 ,我 们 坚信 凉 州 之 安 姓 是 出 自 布 哈 拉 的 粟 

和 桂 人 后 前, 而 非 安 世 高 的 后 人 。 

至 于 安 禄 上 山 的 族 属 ,或 者 说 他 所 冒 安 姓 的 安道 买 一 家 

【1 ]】 大 看 罗 丰 《固原 南部 附 唐 中 亚 史 攻 莫 和 志 考 释 ?( 上 ] ,同上 刊 第 90 着 5 期 ， 

1 一 16 页 所 列 材 料 . 

【2] 二 困 韦 & 7 多 下 请 杂 未 {1 ) 必 直下 工 盖 上 3 第 31 和 着 2 号 ,1989 年 ,168- 一 171 

页 ， 参 看 荣 新 江 《& 标 教 初 传 中 同年 代 考 $,341 页 。 

[131 美 伯 考 # 论 商 遇 胡 天 与 教 株 呈 夺 ?》. 世 界 宗 教研 究 》1993 午 第 1 期 ,4 页 。 

【4 ] 荣 新 江 & 术 教 初 传 中 国 年 代 短 y$,341 页 



的 族 属 ,此 实 也 十 很 清 枇 的。 清关 本 (RE.G. Pulleyblank ) 教 

授 已 详细 论证 了 他 们 是 出 自 六 胡 州 的 九 姓 胡 00, 六 本 州 栗 
特大 到 落 的 存在 因 获 阳 州 十 《 安 苦 曹 志 》 而 更 为 确定 (2 
富安 敦 教 要 只 据 《 旧 唐 忆 3》 说 安 重 玉 以 为 安 禄 山 为 “同姓 "而 
改姓 一 点 ,认为 两 个 安 媳 原 为 亲戚 ,似乎 根据 术 是 。 没 人 党 
说 “同姓 不 同宗 ”, 意 即 司 一 姓 的 人 不 见得 癌 -- 个 祖宗 ，《 旧 
传 y 作 * 回 姓 *" 是 有 意义 的 ,新 传 》 不 明 其 意 ,改作 "同宗 ", 实 
为 不 当 。 富 氏 并 未 深究 其 中 内 漳 , 径 指 “ 问 姓 " 为 同 党 ,是 更 
说 不 通 的 。 安 重 玉 之 请 求 改姓 ,是 当时 人 们 展 恨 安 禄 出 的 
共同 心理 表现 ,平定 安史之乱 后 . 唐 朝 曾 良 改 长 安 所 有 带 有 有 
“ 安 " 字 的 宇 省 门 的 名 字 101, 就 是 这 种 心理 的 反映 ,这 对 安 
姓 来 讲 必 布 影 啊 , 其 改姓 :- 专 并 不 表现 为 他 们 是 安 粮 山 的 
亲属 ,如 果真 是 这 样 的 话 ,他 们 的 命运 悉 怕 会 和 安 禄 山 的 真 
正 亲 属 安 思 顺 兄 弟 .- 样 ,在 安神 山 -- 走 兵 时 就 被 喝 死 
了 [4 从 安 禄 由 的 来 历 . 姓 和 名、 习惯 .技能 、 宗 教 信仰 等 诸 
方面 综合 来 看 .其 为 地 道 的 票 特 人 是 无 疑 的 557 他 与 武威 
安 氏 没有 关联 ,更 与 安 世 高 风 马 牛 不 相 及 。 

武威 安 氏 是 人 华 票 特 人 中 最 而 代表 性 的 一 姓 ,澄清 对 
其 膝 源 的 误解 .有 弗 于 我 们 对 票 特 人 的 深 人 人 研究。 不 过 以 

上 所 论 , 只 是 笔者 的 看 法 ,不 妥 之 处 , 望 富安 敦 教授 及 其 他 

(1 下 .各 Falleyblank ，“ 生 Sogtian Colooy in inner Mongolia7r ，7T' ourmg Pao ，41， 

1952，pnh. 317 -~ 356. 

【2 1 张 广 达 & 庚 代 六 胡 州 等 地 的 辐 武 妃 姓 》 .北京 大 学 学 报 $4986 年 第 2 期 , 收 

和 过 西域 只 地 从 稿 初 编 3$, 上海 ,1995 年 .249- 279 页 。 

【3 ] 《4IR 唐 书 } 着 十 4 请 宗 纪 》.， 

“4] 《 安 标 山 率 迹 ?》 崔 上 。 

【5 ) 详 见 撑 稿 4 安 禄 山 的 神 放 与 宗教 信 仲 》, 提交 第 三 忆 户 代 学 术 研 计 会 论文 ， 

台北 ,1996 年 11 月 2 一 25 日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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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 家 指正 。 

《 附 记 : 关 于 安 世 高 的 研究 情况 ,承蒙 徐 文 堪 先 生 指教 ， 

说 此 致谢 。1996 年 8 月 3 避 完 稿 于 档 林 。) 

( 原 载 (东西 交流 论 谭 》,1998 年 } 



多 丰 人 《固原 南郊 隋唐 墓地 / 

这 和 是 1982 一 1987 年 固原 南郊 八 座 隋 唐 墓 项 的 考古 报 

告 ,1996 年 8 月 由 北京 文物 出 版 社 出 版 , 计 17 + 263 页 + 39 

黑白 多 版 +8 彩色 图 版 ,由 宁 各 回族 自治 区 固原 博物 馆 罗 

丰 先 生 编 著 ， 这 八 座 募 项 中 有 六 座 出 有 昔 志 铭 , 除 一 座 为 

梁 元 珍 莫 外 ,其 余 均 为 有 后 武艺 姓 中 的 史 姓 一 族 幕 。 另 外 酚 

座 没 有 摹 志 的 蔓 , 按 共 所 处 的 位 置 ,也 庶 当 属于 这 片 史 姓 家 

族 意 地。 所 有 董 苦 昌 拔 次 扰 , 但 还 是 出 土 了 一 些 随 葬 品 ,其 

中 无 以 罗马 金币 . 萨 于 银币 . 金 覆 面 、 蓝 宝 右 印章 等 来 和 月 西 

方 的 文物 引 人 注 目 , 而 六 方 史 姓 及 其 大 人 的 墓志 也 提供 了 

中 亚 课 特 人 人 和 华 的 许 密 新 信息 , 罗 丰 先生 的 鞭 作 即 着 启 探 

讨 了 这 些 材 料 。 因 此 ,本 书 不 仅 是 近年 来 隋唐 考古 的 重要 

收获 ,也 是 隋 良 中西 交 通史 研究 的 重音 成 果 。 

本 书 共 分 十 五 章 ,长 短 不 一 。 第 一 章 绪 论 ,介绍 昔 地 概 

况 及 发 据 经 过 ,以 及 固原 的 历史 沿革 。 第 二 至 七 章 , 分 曾 是 

隋 代 史 射 甸 莫 . 唐 代 史 索 岩 夫妇 .中 启 惑 夫 妇 、 史 铁 棒 、 史 道 

德 . 梁 元 珍 以 及 无 墓志 的 87MI 和 82M2 号 幕 的 考 吉 报告， 

包括 墓 药 形制 .出 土 遗 物 的 描述 ,墓志 录 文 以 及 对 壁画 、 石 

攻 尾 明朗 下 湛 到 河村》 鞭 戎 



灯 瑾 妖 中 导 

刻 等 尼 糙 特别 问题 的 探讨 。 第 八 宇 十 五 章 分 别 讨 论 募 志 有 

关 问 题 以 六 外 国 金 银币 . 幕 志 中 的 只 体 字 .化 志 内 容 . 初 唐 

“开拓 通宝 " 钱 小 玻璃 器 .宝石 外 章 .金属 器 物 的 鉴定 等 问 

题 。 

辣 序 这 批 史 姓 莫 开 资料 ,过 去 发 去 过 史 章 德 大 的 清理 

简报 , 见 《 文 物 }》198S 年 第 11 期 ,随即 引起 学 术 界 对 史 道 德 

族 属 的 热烈 讨论 ,有 突破 说 , 和 有 票 族 说 ,有 药 特 说 。 笔 者 所 

多 的 文章 有 : 赵 题 4 对 史 道 德里 志 及 其 族 属 的 一 点 看 法 》 

发文 物 》1986 年 第 12 期 ) .时 让 《也 谈 中 道德 族 属 及 相关 问 

题 3(《 文物?1988 年 第 38 期 . 马 驰 《 史 道德 的 族 属 . 籍 贵 及 其 

后 人 》 信 文物 ?》1991 年 第 5 期 ) , 李 瀣 宾 《 史 道德 族 属 及 中 国 

境内 的 上 昭武 九 姓 》( 中 央 民 族 学 院 学 报 1992 年 第 3 期 ) .又 

《 史 道 德 族 属 问题 再 考察 ?庆祝 王 键 翰 先 生 八 十 寿辰 学 术 

论文 集 》, 辽宁 天 学 出 版 社 , 1993 年 )。19%5 年 , 罗 丰 发 表 

《固原 南郊 附 唐 史 氏 草 志 考释 ;大陆 杂 志 》 第 2 卷 第 5.6 

期 ), 刊 布 了 史 道 德 一 族 的 五 方 幕 志 , 其 为 昭武 上 及 姓 的 史 国 

人 后 裔 ,已 经 没有 疑义 。 同 时 , 罗 丰 还 发 表 了 《宁夏 固原 出 

十 的 外 国人 金 银 币 考 述 》(《 故 宫 学 术 季 刊 ? 秆 12 卷 第 4 期 )， 

使 大 们 更 多 地 了 解 到 这 些 栗 特 人 墓葬 的 情况 ,但 还 不 是 全 

部 。 

相对 来 讲 ,1987 年 结束 田野 考古 工作 , 1996 年 就 出 版 

了 正式 考古 报告 ,要 算是 非常 快 的 了 。 从 中 西 交通 由 的 角 

度 来 看 ,本 书 不 仅 介 绍 了 许多 新 材料 ,还 对 一 些 相关 的 问题 

敌 了 这 入 探 计 , 这 也 是 值得 称道 的 。 

史 道 德 幕 出 土 的 一 套 覆 面 , 各 个 零散 的 部 位 都 是 用 金 

片 打 压 而 成 的 ,共存 上 一 件 , 包 括 护 额 . 层 . 跟 . 鼻 , 展 、 癸 、 轩 

的 金 饰 片 , 其 上 多 有 穿孔 ,大概 原 来 是 用 丝织品 连 刍 在 一 起 



的 , 现 己 散 杞 。 作 者 按 各 部 售 的 切 能 和 出 二 时 的 大 致 位 置 

做 了 复原 , 载 在 彩色 图 版 二 。 昌 然 中 同和 西方 古代 者 有 使 

用 覆 面 的 习俗 ,但 作者 联系 划 新 疆 地 区 普遍 出 土 覆 面 的 傅 

况 ,认为 这 种 习俗 是 失 中 亚 传人 的 ,而 覆 而 额 饰 的 半月 形 托 

一 圆 球 的 形状 , 当 与 西亚 .中 业 火 改 教徒 迪 拜 日 月 有 关 。 罗 

丰 先 生 这 里 有 然 没有 把 话说 得 孝 么 肯定 ,但 他 的 看 法 是 有 

见地 的 ， 所 刘 平 月 形 托 图 球 的 形象 , 实 即 巴赫 拉 婚 开 世 

《Varhran Y,420 一 438 年 ) 以 后 萨 豆 波斯 王 银 币 所 示 王 冠 的 

顶部 网 案 一 一 一 - 蛮 新 月 托 着 网 球状 太阳 ( 见 本 书 148 一 149 

页)。 另外 , 金 团 面 的 当众 也 可 以 在 中 亚 .西亚 找到 归 多 的 

司 类 山王 物 ,参看 Mihaly Benko, “Burial Masks of Euomsian 

Mounted Nomad Peoples the Migration Periodflst Millenium A， 

D. (Acta (rieniaiia 了 negarica. ，XLV 工 .2 - 3,1992793， 

pp.113 - 131) 一文 所 和 资 料 , 这 一 习俗 的 传播 与 波斯 煌 提 

亚 帝 国 关 系 密切 ,所 以 朋 教 的 色彩 是 不 难 理解 的 。 

本 节 第 思 章 专 论 外 国 侈 银币 时 ,把 1981 年 固原 东 郊 北 

魏 漆 棺 幕 出 土 的 一 校 萨 融和 捍 路 斯 (Perz,459- -484 年 ) 银 币 

也 放 在 -- 起 讨论 。 更 重要 的 是 作者 在 前 人 研究 的 基础 上 .， 

进一步 收集 中 国 各 此 发 表 的 萨 贡 银币 和 东 罗 马 金 币 的 材 

料 , 制 成 新 的 统计 表 , 大 大 业 直 富 了 我 们 对 这 些 钱 币 芒 行 范 

围 的 认识 。 而 且 , 丰 分析 各 种 钱币 类 型 时 ,作者 根据 东 罗 马 

金币 仿制 上 后 多 由 训 特 人 传人 中 国 的 点 实 ,推测 其 仿造 地 点 

可 能 就 在 栗 特 地 区 。 又 据 阿 拉 伯 占领 波斯 的 历史 背景 ,来 

解说 史 铁 棒 墓 所 出 萨 珊 阿 尔 达 希 尔 三 世 (Ardashir 下 ,628 一 

60 年 ) 的 金币 仿制 品 ,认为 其 产生 的 年 代 在 公元 七 世纪 三 

十 年代 中 至 四 二 年代 末 ,由 占领 萨 融 波 斯 的 阿拉 伯 人 制作 。 

关于 死者 口 含 或 手 握 金 银币 习俗 的 来 源 问题 ,作者 不 

ET 



条 西 斗 对 于 

同意 斯 昌 因 在 发 气 吐 重 番 这 一 莫 俗 后 得 出 的 希腊 来 源 说 ， 

也 不 同意 夏 锚 先生 提出 的 纯 中 国 传统 习俗 的 看 法 ,而 是 通 

过 吐鲁番 .固原 .洛阳 ,西安 等 地 这 一 大 众多 见于 中 亚 人 蔓 

的 事实 ,认为 来 自 中 亚 ,而 且 可 能 与 只 教 有 关 。 

本 书 作者 在 讨论 材 面 的 使 用 . 金 银 市 的 项 俗 ,以 及 宝石 

印章 上 三 杆 树 的 形象 时 , 孝 指出 它们 可 能 具有 的 只 教 背景 ， 

但 却 没 有 做 出 肯定 的 结论 。 固 原 这 批 桶 特 人 旧地 ,最 早 的 

虫 射 细 进项 于 大 业 六 年 (610) ,这 大 概 也 是 旧 前 所 上 见 最 早 按 

汉 地 方式 士 耕 的 村 特 人 。 史 射 甸 及 其 以 后 的 诸位 史 姓 人 ， 

都 是 人 仕 隋 . 唐 王 袁 的 武将 . 译 请 人 或 监 牧 官 , 但 其 先 人 世 

代为 萨 宝 。 据 姜 伯 勘 先 生 的 这 人 研究 萨 宝 ” 的 确切 含 文 

是 “全 兰 系 胡 户 宗 居 点 上 的 一 种 政教 兼 理 的 攻 客 大 首领 ” 

{ 砚 4 论 高 昌 胡 天 与 敦煌 只 过 》, 世 界 宗教 研究 }》1993 年 第 ! 

期 ,4 页 )。“ 萨 宝 ” 的 原 语 ,也 由 声 四 丰 先后 从 写 于 公元 四 

世纪 初 的 票 特 文 古 信 札 中 对 证 出 来 , 作 sap"*wfgZ 卜 语 

厅 录 》 开 必 方 站 工 > 下 ?第 3 卷 第 2 与 ,1989 年 ,168- 一 171 

页 ) ,可 惜 本 书 作 者 在 编写 这 部 报告 时 尚未 及 参考 姜 .吉田 

二 乓 的 成 果 , 因 而 在 第 十 一 章 讨论 萨 宝 时 , 没 能 看 出 《4 通 典 》 
的 鲁 简 ,把 萨 室 当 作 “不 是 单纯 的 拜 火 教 首领 , 萨 室 府 除 本 

管理 只 教 徙 外 , 也 管理 大 秦 教 ( 景 教 } 与 摩 屁 教 ”(187 一 191 

页 )。 如 果 了 解 萨 宝 的 走 正 含义 ,就 不 难 理解 固原 史 姓 草地 

中 多 有 旗 教 国 素 的 缘 碘 。 还 有 一 点 应 当 指 出 的 是 ,固原 栗 

特大 虽然 较 早 地 按 汉 族 方式 土 苦 ,但 其 汉化 的 速 麻 却 不 如 

凉 州 .长 安 .洛阳 的 票 特 人 ,因此 其 曹 贡 中 有 更 为 浓厚 的 中 
亚 文 化 色彩 。 

本 书 作 者 对 莫 志 文字 做 了 精心 的 校 录 ,并 指出 大 多 数 
众 罚 字 的 正字 ,但 仍 有 -- 些 识 读 和 承 文 值得 商检。 因为 文 



字 史 料 对 以 后 的 廊 史 学 研究 更 为 重要 ,笔者 不 撕 繁 未 拙 亲 ， 
略 加 订 补 如 下 ,不 当 之 处 , 敬 请 指正 ( 按 每 真 中 录 文 部 分 行 
次 为 序 ) 。 

《中 索 呈 志 》:45 页 7 行 “三 士 ( 凸 )" ,原作 * 上 七 ", 攻 
“ 士 " 为 * 士 "是 。《 周 礼 》 有 “上 士 信 大"。 北 周 仿 g 周 礼 》 之 
制 , 亦 有 “上 十 ">。9 行 “ 琳 "后 漏 排 *“ 事 " 字 。46 页 6 行 “ 兰 
出 "前 衔 " 贺 " 字 。47 真 4 行 " 珍 "原作 * 输 ", 不 误 。" 输 ”, 隐 
痛 之 意 .《 安 娘 志 》:48 真 2 行 < 得 (?)" 当 录 作 * 效 "。3 行 
“ 芬 "原作 * 分 ", 是 。6 行 “ 子 " 前 当 补 * 毅 "。7 行 “ 高 县 " 当 作 
“高 旺 ",72 页 4 行 同 -《 虽 词 联 志 》: 的 页 4 行 “* 京 左 师 " 衍 
在 " 字 。5 行 “ 珠 朱 辆 "入 " 朱 " 字 。10 行 “ 削 研 " 原 作 * 齐 
新 ", 当 作 " 剖 晰 ,有 尸 也 。71 页 1 行 " 准 之 "应 据 原 文 乙 

倒 。4 行 “位 (9?)" ,原作 * 伍 ", 低 "之 俗 字 。6 行 “ 湘 图 "原作 
“网 图 ", 是 指 节 卷 图 籍 ,与 青史 "对称 。72 页 6 行 “ 浦 海 ” 
原作 * 洽 海 ”, 即 猜 虽 海 , 今 罗布 泊 。7 行 “ 无 大 火 德 "无 ” 
原作 “天 " 字 不 误 。“ 大 项 火 德 "与 4 史 索 岩 志 %“ 炎 运 道 销 , 隋 
网 告 志 " 意 同 。《 史 铁 棒 志 》:82 页 2 行 " 平 高 县 ", 衍 * 县 ” 
字 。9 行 " 授 " 前 漏 录 “* 刺 " 字 。《 史 道德 志 》;93 页 1 行 “ 唐 * 
后 漏 “ 故 " 字 。5 页 3 行 “ 驰 允 " 应 录 作 * 虹 怨 ”, 即 * 驱 驰 ”。 
96 页 了 征文 更" 原作 * 文 剑 "。9 行 “ 妥 " 诛 作 “ 脱 ", 即 “" 脸 ”， 
同 “ 双 ”CD。“ 肥 鸭 " 即 “ 肥 蹇 ”, 指 灵感 道 微 。10 行 “ 风 " 原 

作 * 凤 "是 。#《 染 元 珍 志 》:125 页 11 行 “ 匡 "应 作 * 月 ", 原 为 武 
周 新 字 。12 行 “ 宿 衡 "原作 “ 宿 本 ", 误 排 * 衡 "。 因 为 志文 大 
多 清晰 可 辨 ,以 上 所 列 误 、 术 、. 漏 、 倒 之 字 , 大 概 不 是 作者 之 
误 ,而 是 手 民 误 植 。 

本 书 排 印 全 用 繁体 字 ,虽然 还 有 个 别 字 不 规范 ,但 与 简 
体 字 本 机 比 , 史 近 圳 授 真 。 除 曹志林 印 黑白 图 版 为 遗憾 外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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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上 惑 栅 识 沁 并 到 河 团 》 打 二 



鲜 版 受 线 图 都 十 分 清楚 , 氢 便 读者 。 唯 全书 英 文 不 雪 , 却 错 

误 不 少 , 列 之 于 于 , 供 上 南片 参考 。 封 面 书 各 Grmaveyard of Sui 

站 Tang Dynasties im the South Suburbs of (zuyuan (>zraveyard 过 

Sui 此 Tang Dynasties in Cuyuan ,第 二 个 Grayveyard 以 下 白 属 堆 

文 , 当 删 。 卷 首 秽 文摘 要 标题 作 “A_ Cemelern of te Midqle 

Asian Descendants”, 与 书 名 异 。 摘 要 第 一 页 第 二 段 * 死 于 大 

业 六 年 (应 作 五 年 ) 的 是 Shi Shewa, 不 是 Shi Kedan。 此 外 ,54 

黄 注 23: Sinozfranier 庶 作 Sino ~- Iranicay1l10 页 注 全 ( 实 应 与 

二 倒置 ): Innenmost 应 作 Innermost; 154 页 表 二 :上 Aterin 

Tanermo 应 作 AStein，Innenmost Asiai 167 页 注 11: LnnenN- 

most 应 作 Innernost; 社 21: Lranian Ciuilization 应 作 Jranian 

fivilizationy246 下 和 注 11: Bulletn of The Aslalnstmute 证 作 Bul- 

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. 

! 原 坟 《 唐 研究 ) 第 2 卷 ,1996 年 | 



下 Knauer《 骆 驶 的 生死 驮 载 

一 一 汉 唐 陶 傅 的 图 像 和 观念 

及 其 与 丝 路 贸易 的 关系 》 

唐 代 诗 人 村 甫 右 诗 说 * 东 来 襄 驼 满 晶 都 " ,概括 地 描述 

了 骆驼 默 载 着 西方 的 物品 来 到 良 朝 背 都 长 安 的 情形 。 但 这 

一 唐人 习 砚 的 现象 ,并 没有 史书 系统 地 记载 下 来 ,而 考古 发 

现 的 骆驼 俑 和 壁画 中 的 骆驼 形象 ,日 积 月 累 , 不 断 丰 富 , 展 

现 了 允 驼 及 其 驮 载 物 的 案 彩 画面 ,可 以 从 人 们 欣赏 和 研究 。 

已 ，Knauer 女士 的 《骆驼 的 生死 驮 载 一 一 汉 唐 陶 俑 的 疼 像 和 

观念 及 其 与 丝 路 贸易 的 关系 放 ( ?Ye Carmei ss [Load 世 了 流 

CE DeG 扫 ， porosraphy nd Tieoipegy 坟 CCpinese Potiery 

下 Erimnes 万 om 再 an to Tang and 了 er Reieoanee 名 1ade along 

大 e 避 天 Ronrtes 【by Elfriede Regina Knauer，ZUrich: AKAN- 

THVS. Verag fir Arohiologie，1998，159pp. ) 一 书 ,就 是 在 收 

集 大 量 的 图 像 资 料 以 后 ,对 骆 驳 的 负载 物 进行 系统 研究 的 

一 部 佳作 .并 获得 法 兰 西 金石 铭文 学 院 1999 年 度 “ 人 莫 奖 ” 

〈Prix Stanislas Julien 1999) 。 

陶 制 或 三 彩 骆 驼 俑 几乎 旦 每 个 大 一 点 的 博物 馆 中 都 有 

TRE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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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陈列 蝇 ,大 概 因为 司空 见 惯 ,所 以 很 少 有 人 对 它们 做 仔细 

的 观察 。 作 者 认为 ,尽管 马 . 驴 .又 ,和 后 在 商 队 贸易 中 都 具有 

重要 的 吨位 ,但 共有 骆驼 才 是 超 乎 一 般 的 杰出 台 兽 。 塞 外 

的 骆驼 抓 住 了 中 国 艺术 家 的 想像 力 ,它们 作为 商 曲 的 职 裁 

寿 和 而 被 选用 为 表现 墓 硬 艺 术 的 主要 形象 。 骑 驼 俑 从 这 找 开 

始 用 于 莫 例 后 ,持续 十 载 ,其 形象 不 断 变 化 。 介 本 书 作者 关 

广 的 不 旦 骆 蓄 俑 的 岂 格 变化 ,而 是 它们 了 驮 载 的 物品 种 类 ,并 

县 通过 对 图 像 变化 的 把 讨 . 进 而 前 明 中 国 宗教 和 哲 尝 观念 

的 丰 膏 黎 彩 ,也 就 是 从 对 物质 文化 的 专 察 ,升华 到 对 精神 文 

明 的 体 认 。 

作者 首先 隔 显 了 作为 明峰 的 骆 蛇 人 展 的 发 现 和 收藏 情 

况 , 指 出 据 那 些 非 考古 发 握 品 ,是 不 能 够 确 知 其 风格 的 发 展 

和 文化 与 宗教 痛 最 的 。 自 五 十 年 代 以 来 伴随 中 国 考古 发 所 

的 进步 ,出 土 了 大 量 陶 傅 , 并 可 以 确定 它们 在 莫 中 的 位 壮 、 

旧 的 和 写意 ,因而 使 得 这 项 研究 成 为 可 能 。 但 有 关 骆 蚁 的 

先行 研究 ,不 论 是 薛 爱 华 ( 下 .HR.Soehafer) 对 中 国 而 代 骆 此 的 

分 析 , 还 是 玉 . Sehauenburg 对 古典 世界 骆驼 的 研究 ,都 因为 

写 于 五 十 年 代 前 期 ,所 以 设 能 参考 更 多 的 中 国 考证 资料 ,办 

此 这 一 主题 是 值得 重新 探讨 的 。 

正如 书 名 所 表示 的 那样 ,本 书 的 主题 是 研究 充 唐 问 骆 

驼 驮 载 物 及 其 意义 的 。 全 书 结构 基本 按时 代 顺 序 ,并 归纳 

为 若干 主题 来 论说 。 必 者 指出 , 正 是 因为 汉 武 帝 时 张 春 的 

出 使 西域 ,建立 了 汉 与 西方 的 直接 联络 ,促成 了 丝 路 贸易 的 

开始 ,使 得 早已 在 中 国 艺术 中 出 现 的 骆驼 形象 ,由 此 而 大 量 

涌现 。 对 骆驼 的 早期 塑造 主要 是 在 中 国 西北 边 儿 地 区 进行 

的 ,因为 这 一 地 区 位 于 欧 亚 大 陆 草原 弧 形 地 带 的 东 端 , 受 其 

亲 游 黎民 族 东 西 迁徙 浪潮 的 影响 较 才 ,因此 这 里 的 工 咱 所 



生产 的 产品 往往 是 " 混 甸 " 的 , 即 中 鲍 工 区 们 把 中 亚 乃 董 西 

王 的 主题 镶嵌 到 小 刀 . 带 扫 ,奢侈 品 以 及 游牧 文 化 的 象征 物 

上 :然后 山 告 给 游牧 的 顾客 。 这 种 与 游 四 民 的 交流 ,也 强烈 

地 冲击 着 独立 生成 的 中 国立 化 本身- 远离 北方 的 四 川 早 期 

制作 的 骆 眩 形象 十 分 策 拙 ,但 进步 很 快 。 从 北朝 到 隋唐 , 骆 

辊 俑 的 形象 步 步 逼 真 , 唐 昌 尤为 准确 。 

作者 指出 ,北魏 是 表现 骆驼 形象 的 第 一 个 高 潮 阶段 ,但 

缺少 完整 的 瑚 象 材料 。 从 现存 的 陶 俑 来 看 . 鞍 子 和 驮 载 物 

是 明显 区 分 开 来 的 ,其 中 表现 出 的 主要 款 载 物 是 驼 亲 、 丝 

反 . 免 皮 .长 颈 瓶 , 钱 囊 .织物 . 毛 黎 ,有 时 还 有 死 鸟 和 活 的 杂 

种 狗 猴子。 到 了 唐 朝 ,一 东 丝 成 为 典型 的 特征 。 除 旅行 水 

翘 外 , 驴 霖 的 另 一边 还 有 芋 于 ,其 至 到 后 来 有 驼背 上 的 直人 

乐队 出 现 。 歌 载 物 在 唐 朝 的 一 个 匀 大 的 变化 ,是 出 现 了 和 作 

为 驼 守 的 所 谓 " 魔 鬼面 具 "。 作 者 经 过 仔细 对 比 ,认为 面具 

的 形象 特征 是 虎 , 而 刁 虎 是 中 国 四 兽 中 代表 西方 的 兽 ,西方 

正 是 死者 的 目的 地 。 从 七 世纪 后 半 发 明 三 彩陶 器 以 后 ,在 

这 种 虎 形 驳 午 两 边 ,往往 刻画 有 水 犯 和 队 排 ,上 面 是 丝 搁 

具有 一 件 特别 的 一 彩 在 网 排 处 刻画 了 一 件 树 叶 状 的 银 盘 ， 

不 论 是 银 盘 还 是 水 瓶 , 都 具有 浓厚 的 中 亚 或 西亚 风格 。 驮 

载 物 除 丝织品 外 ,还 有 毛 织物 和 杭 级 物 ,以 及 西方 输入 的 玻 

璃 器 ,尽管 后 者 目前 还 没有 见于 驮 载 的 物品 当中 。 

作者 进而 讨论 了 驮 载 物 , 即 器 亚 和 食物 所 提供 的 精神 

食粮 问题 。 骑 驼 驮 裁 的 物品 并 非 丝 路 贸易 中 真实 物 卓 的 写 

所 ,而 只 是 有 限 的 一 些 概念 。 除 了 表示 富有 外 ,这 些 可 以 见 

到 的 物品 主要 是 提供 给 墓 主 灵 强 的 牺牲 品 , 中 国 早 期 随 厌 

品 有 人 特 , 后 来 号 着 丝 路 贸易 的 开通 ,骆驼 十 分 重要 ,也 成 

为 精神 供品 的 台 载 者 ,而 且 据 吐鲁番 文书 记载 , 驮 载 的 丝 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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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 是 为 了 攀 天 而 用 的 。 作 者 特别 反 晓 了 把 驮 裁 物 当 作 现实 

物品 的 硒 法 ,而 特别 强调 了 它们 的 精神 作用 。 对 于 面具 在 

观念 方面 的 重要 性 ,她 对 比 玄 装 对 沙漠 中 昂 鬼 的 描述 ,并 根 

据 骆 殖 在 莫 室 随 莫 品 排 序 中 的 位 置 ,指出 这 种 面具 可 以 看 

作 是 地 神 的 化 身 。 

在 全 书 结论 中 ,作者 强调 了 中 国 绘画 和 导 塑 艺术 中 缺 

消 非 宗教 主题 的 特性 ,指出 明 办 也 并 非 反 映 现 实生 活 。 将 

驳 开 始 时 所 鞭 载 的 物品 ,如 织物 .乐器 、 贵 重 物品 ,多 是 约 觉 

般 的 舶 来 品 。 随 善 时 间 的 推移 , 随 需 蜗 更 移 的 是 昌 符 合 死 

者 的 精神 需要 ,所 以 有 些 继续 企 在 ,有 些 彻 底 叹 变 , 出 现 了 了 

丝 东 ,棉布 . 死 动物 利 面具 等 ,这 些 都 不 是 舱 来 咒 。 确 定 它 

们 的 观念 意 交 十 分 重要 ,因为 可 以 进一步 了 解 中 国 宗教 和 

广 化 。 历 史上 的 中 国 在 政 治 上 极力 拒绝 西北 邻 族 的 " 野 刘 ” 

文化 ,但 却 需 求 并 不 断 获取 他 们 的 产品 ,并 最 终 把 它们 纳 人 

到 自己 的 艺术 创作 一 一 随葬 品 当 中 。 

这 本 书 的 正文 篇 师 不 长 ,但 本 有 大 六 的 图 版 ,对 于 相关 

问题 的 注释 上 分 详细 。 书 中 涉及 的 问题 十 分 广泛 ,特别 是 

有 关 骆 驼 驮 载 物 的 观念 意义 方面 ,论述 略为 藩 弱 ,但 我 们 不 

所 在 此 详细 讨论 。 应 当 指 出 的 基 , 作 者 虽然 利用 了 中 国 考 

古 报 告 的 图 版 ,但 却 没有 仔细 参考 有 关 的 说 明文 字 ( 图 41 

说 明 中 的 “Xianyu" 应 作 “Xianyu Lian”, 即 鲜 于 廉 ;Dinghui” 

似 是 误 读 墓 主 " 字 庭 诲 "的 结果 ) ,也 设 有 细心 收集 中 文 论 著 

中 的 一 些 相关 研究 成 果 ( 如 夏 靳 关于 图 41 胡 人 乐队 骆驼 俑 

的 介绍 , 栽 &《 芍 古 学 论文 集 》, 北 京 科学 出 版 社 ,1961 年 )。 

比如 对 汉 和 良 之 间 的 骆驼 形象 , 包 述 太 过 简略 ,其 实 这 一 时 

段 中 有 不 少 考 上 十 资料 可 以 参考 。 又 奶 图 和 所 示 驼 背 上 的 

乐队 情 群 , 作 者 认为 是 Central Asian orchesta" (中 亚 乐 队 )， 



但 其 面相 绝 非 明 人 ,而 是 穿着 朝服 的 唐人 人 展销。 此 件 杨 淮 

先生 有 详细 讨论 ,指出 不 仅 其 工 的 人 物 不 是 衣 人 ,乐器 也 与 

鲜于 廉 划 的 朝 乐 系统 不 同 , 见 所 扎 《 骆 允 艺 术 》, 载 孙 机 、 声 

洱 k 文 物 有 只 恋 》( 北 京 文物 出 版 社 , 1991 年 )316 页 。 作 者 从 

胡 服 判断 人 种 的 马 一 失 退 ,是 把 钢 特 中 骑 骑 驼 的 怀 子 也 看 

成 胡 人 【foreigner) ,从 虑 | 46bh 的 细部 图 在 ,是 汉人 人 无疑， 

阁 紫 及 其 驮 载 物 是 个 涉猎 颇 广 的 主题 ,不断 出 二 的 考 

二 资料 ,为 我 们 继续 探讨 这 个 主题 提供 了 束 材 .如 此 鲁 番 交 

河沟 北 莫 地 出 土 的 骆驼 形 金牌 饰 ,特别 是 唐 莫 壁画 中 的 明 

吏 形 象 , 央 为 是 与 陶 俑 相关 的 剖 像 资料 ,尤其 应 当 注 意 。 随 

大 骆驼 俑 与 特定 的 莫 主 人 是 否 有 关 , 也 值得 注意 ,如 粟 特 后 

裔 安 元 志 墓 , 随 其 右 19 件 骆 驼 俑 , 较 其 他 幕 蕴 独 多 ( 范 淑 英 

《 唐 墓 辟 画 中 的 仪 例 出 行 图 总 相关 问题 研究 》, 北 京 大 学 考 

古 系 矣 十 论文 ,1999 年 5 月 . 表 四 《西安 地 区 唐 幕 最 早 陶 仪 

会 俑 统计 表 ;敦煌 人 张 仲 晕 , 草 中 所 绘 崩 为 骆驼 (考古 与 

文物 91992 年 第 1 戎 ) ,者 值得 加 以 这 人 研究 。 

【 原 雪 4 声 研究 } 第 5 卷 ,1999 年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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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 方 震 . 爱 可 佳 4 只 教 史 》 

1999 年 7 月 ,山西 考 吝 工作 者 在 太 诛 市 普 源 区 王 郭 村 ， 

发 气 出 完整 的 聊 开 皇上 二 年 (592) 庶 弘 墓 石 棺 , 莫 主 生前 为 

检 校 并 州 等 地 萨 保 府 的 官员 , 石 枕 上 的 雕像 具有 明显 的 桶 

特 只 教 美 术 特 征 。 在 2000 年 ? 月 北京 大 学 考古 系 举办 的 

“ 汉 唐 之 间 : 文 化 互动 与 详 融 学 术 研 讨 会 * 上 ,山西 考古 所 的 

张 庆 捷 先生 发 表 k《 太 原 隋 代 上 处 弘 墓 石 订 浮雕》 一 文 ,介绍 这 

组 珍贵 的 资料 : 姜 伯 勤 先 生 提 交 《 隋 检 校 萨 宝 义 弘 幕 石 梓 画 

像 石 图 像 程序 试探 y 一 文 ,澄清 了 虞 公墓 石 榨 雕像 的 部 分 内 

容 , 指 出 共 话 孝 图像 特征 。 同 时 ,2000 年 5 一 7 月 ,陕西 省 考 

古 所 在 西安 市 北部 发 气 了 北周 大 象 元 年 (579) 的 安 伽 莫 , 幕 

主人 大 是 来 自 中 亚 粟 特地 区 的 安国 人 ,和 任 同 州 萨 保 ,其 围 屏 石 

栅 上 的 图 像 明 显 展 示 了 票 特 只 教 美术 的 宏大 曾 面 ( 尹 中 平 

《 安 伽 摹 展 现 的 历史 郴 卷 》,《 中 国文 物 报 ?2000 年 8 月 30 日 

第 一 版 )。 这 两 个 考古 上 的 重大 发 现 ,向 考古 历史、 宗教 、 

美 本 学 界 提出 了 一 系列 问题 ,各 种 各 样 的 猜测 和 推 想 随 之 

而 来 。 笔 者 以 为 ,在 对 这 些 新 的 网 像 资料 发 表 看 法 之 前 ,应 

当 首 先 阅读 一 遍 故 方 震 . 屋 可 侍 先 生 的 新 车 《只 教 史 (上 诲 



社会 科学 院 册 版 社 ,1998 年 ) ,以 使 从 太史 和 文献 的 角度 ， 

对 认 教 的 教 久 和 流传 的 历史 有 所 了 解 。 

《 认 教 史 ? 是 中 国 第 一 部 系统 的 检 教 历史 著作 ,包括 对 

只 教 的 教义 .神学 体系 ,宗教 仪式 和 庐 史 脉络 的 阐述 。 全 书 

共 十 七 章 。 第 一 章 导 论 介绍 了 只 教 诛 本 的 各 种 称呼 和 本 书 

用 中 国 化 的 名 称 “* 斌 教 "的 理由 . 宝 教 大 神 的 基本 概念 .经 赂 

的 传 存 史 ,倒立 者 .道德 规范 ,起源 地 和 基本 特征 ,第 二 .三 

章 , 叙 述评 教 在 伊朗 一 亚 利 安 人 的 背景 下 ,由 苏 角 支 创立 的 

过 程 和 和 早期 传播 。 第 四 至 六 章 , 分 别 氢 述 只 教 在 米 底 王 彰 、 

阿 慰 门 ( 即 阿 契 美 尼 德 ) 王 朝 . 塞 防 十 于 朝 .安息 王朝 的 发 展 

历程 以 及 和 其 他 宗教 的 关系 。 第 七 .从 章 , 分 别论 述 大 复 和 

贵 霜 . 栗 特 和 首 和 再 子 模 地 区 鹤 教 的 流行 。 第 刀 .十 齐 , 介 绍 

希腊 语 苏 鲁 支 伪 经 和 罗马 的 密 特 拉 教 。 第 十 一 至 十 三 章 ， 

氢 述 萨 册 王朝、 阿拉伯 统治 波斯 时 期 和 十 至 千 寸 世纪 波斯 

地 区 的 证 教 由 盛 转 训 的 情况 。 第 十 四 章 是 对 中 国 只 教 的 论 

述 。 第 十 五 .十 六 章 , 进 波斯 只 教 徒 东 迁 印 度 和 帕 尔 西 人 的 

守 教 改革 情况 。 最 后 一 章 介 绍 二 十 世纪 评 教 徒 的 现状 。 

共 教 的 历史 源远流长 .系统 地 叙述 全 部 只 教 史 并 非 易 

事 。 目 前 掌 术 异 最 权威 的 只 教 史 , 呈 玛丽: 博 佣 丝 (Mary 

Boyce) 教授 所 著 《 琐 罗 亚 斯 德 教 忠 》( 古 storr of 

Zoroasfrianism )。 该 书 1975 年 出 版 第 一 卷 4 早 期 时 代 》(The 

Early Penod) ,1989 年 增订 重印 ;1982 年 出 版 第 二 卷 k《 阿 契 美 

尼 德 王朝 时 期 2》(Under the Achaermenians); 1991 年 出 版 第 三 

着 《马其顿 和 罗马 统治 时 期 》(Under Macedonian and Roman 

Rule) ,是 和 和 格 瑞 内 (FEF.Grenet) 合 著 的 ;以 下 各 卷 , 还 未 见 出 

版 。《 认 教 忠 》 的 作者 充分 利用 了 捕 仇 丝 教 授 的 这 部 大 苦 ， 

也 参考 了 前 人 许多 优秀 著作 ,包括 M. Boyce 的 《 落 罗 焉 斯 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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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研 究 的 原始 文献 》(7Tertaeg Sourees 矶 r 才 e Siudy of 

ZrDUSITEGTESR ，E1UDEMRY GA CRProago 古 ess 798A41) 、 民 ershe- 

zeci 的 &《 阿 维 斯 塔 中 的 密斯 拉 钠 葡 》( 了 Re dpesiam 丽 mn 如 

HRre ， 了 了 ext 0 天 nnSEESR amskclron cn Wotes ，Camhbridge 

1959) 《便桥 众 妆 史 》 (Camirtaee History of mran) 等 等 。 因 

为 琐 罗 亚 斯 德 教 在 基本 文献 方面 届 有 什么 新 的 发 现 必 只 教 

史 少 “上 在 基本 文献 和 前 人 的 权威 研究 著作 的 基础 上 ,对 证 

教 教义 帮 其 在 波斯 地 区 的 发 展 以 及 向 东 方 传播 的 过 程 所 做 

的 撒 述 ,给 汉 语 读者 带 来 了 比较 系统 和 正确 的 知识 。 

从 世界 范 玮 内 来 看 ,只 教 赋 究 的 进步 主要 取决 于 对 恋 

斯 吉文 献 的 文字 解释 和 考古 发 现 ,而 考古 发 现 尤 其 以 东 伊 

朗 地 区 ,特别 是 中 亚 地 区 ,最 有 收获 。《 容 教 史 》 的 作者 意识 

到 这 一 点 ,力图 吸收 前 苏联 学 者 二 十 世纪 在 中 下 考 击发 现 

的 成 打 ,来 弥补 文献 记载 的 不 足 ,并 勾勒 出 只 教 在 中 亚 地 区 

的 传播 走向 和 分 布 区 域 。 第 七 章 《大 夏 和 贵 霜 》. 第 八 章 { 栗 
特 和 花 刺 子 模 》, 就 是 以 考古 资料 为 主 写成 的 。 和 作者 根据 建 

筑 址 进发 现 的 神 店 ( 火 祠 ) . 善 名 的 素 克 柯 特 尔 (Surdh Kotal) 

贵 需 大 夏 语 址 多 .钱币 锐 文 和 图 像 ,提示 了 大 复 和 贵 刹 计 朝 

只 教 信 仰 的 存在 。 又 利用 楚 河 流域 . 片 治 肯特 (Penjakent ) 、 

摹 格 山 等 地 发 现 的 只 教徒 骨 和 丛林 特 神 左 .文书 资料 等 , 丰 
富 了 我 们 对 棵 特地 区 认 教 流行 的 认识 ,并 据 碎 叶 城 ( 阿 克 一 

贝 是 姆 ) 的 考古 发 氮 , 阐 述 了 栗 特 地 区 其 他 宗教 信 仲 的 流行 

情况 。 花 刺 子 模 部 分 也 同样 以 考古 资料 为 主 ,以 比 兽 尼 的 

文献 记载 为 辅 。 

不 过 ,本 书 所 用 的 考古 材料 多 是 六 十 年 代 以 前 出 士 的 ， 

事实 上 ,直到 最 近 , 中 亚 地 区 仍然 不 断 有 新 的 考古 资料 出 

土 , 甚 至 连战 事 连 绵 的 阿 富 首 ,也 有 十 分 惊人 的 发 现 。 比 



如 ,N.Sims- Wiliamns 和 J.Cribb 的 《新 出 迎 诺 色 仇 大王 的 天 

夏 语 碑 馈 3 江 ANew Hactrian Insceription of Kanishka the Creat) 一 - 

文 ,发 表 了 阿富汗 新 发 现 的 训 芋 元 年 的 长 篇 铭文 ,可 以 和 上 

述 素 克 柯 特 尔 {Surkh Kotal) 发 现 的 贵 霜 大 夏 语 碑 铬 相 媳 美 ， 

尤其 重要 的 年, 新 碑 锅 不 仅 澄 清 了 每 和 天 前 四 民国 王 的 世系 

次 序 ,还 证 明 迎 王 所 尊崇 的 万 神 暴 里 , 供 秦 的 都 旦 只 教 神 

只 , 色 打 娜 铺 女 神 (Nana) .日 神 (WMiiro) . 乌 妈 女神 (Umma)、 

阿 胡 拉 : 马 兹 达 (Ahurmamazdg)、Mazdlooano 、Sroshard 和 Narasa 

等 神 只 , 其 中 娜 娜 玄 神 占 据 主 要 位 置 ( 文 载 8 及 Road 4 

entd 4repheepiopgy， 4，1995[96)j， 这 一 发 现 天 大 丰富 了 我 们 

对 贵 霸王 朝 只 教 依 仰 和 认 神 谱系 的 认识 。 

作者 作为 中 国学 者 ,不 色 有 必要 ,而 囊 也 有 条 件 系统 地 

阑 述 只 教 传 人 中 国 的 押 史 。 在 这 方面 ,《 窗 教 中 }》 的 作者 不 

仅 作 到 了 ,而 且 还 进而 探讨 了 认 教 对 中 国文 化 的 影响 问题 。 

第 七 章 《 中 国 的 共 教 》 共 五 节 , 分 别论 述 只 教 在 中 国 各 

民族 中 的 传播 .来 华 的 粟 特 和 波斯 容 教 徒 及 其 对 中 国 音 乐 

舞 哺 等 方面 的 影响 . 萨 宝 的 疑问 .阿拉 伯 文 献 所 记 的 中 国 呈 

教 . 唐 以 后 的 只 教 址 迹 等 问题 ,其 中 不 到 新 意 。 如 作者 利用 

布 古 特 发 现 的 票 特 文 突 叫 砷 铭 中 的 只 教 用语 , 判 断 突 厌 陀 

钵 可 评 以 前 曾 依 奉 定 教 (230 页 )。 吉 田 丰 李 据 最 近 对 原 御 

文 的 考察 释 赎 ,把 过 去 人 们 读 作 "建立 新 的 僧人 御 蓝 ”(nawh 

snk” wst) 一 何 , 重 新 读 作 “人 竹 立 教 法 之 百 时 ”(nwm snk” ， 

wst) ,使 该 碑文 与 佛寺 建立 相 联 系 的 观点 受到 强 有 力 的 挑 

战 ( 森 安 学 夫 .和 才 于 几 编 4 毛 > 卫 几 国 现存 过 训 .碑文 调查 研 

帘 报 告 》, 中 央 守 一 子 六 也 学 研究 会 , 1999 年 , 122 一 123 

页 ,对 本 书 的 看 法 是 有 力 的 支持 。 又 如 作者 认为 敦煌 文献 

和 宋代 史籍 中 的 “ 儿 即 伟 " 一 记 , 是 波斯 文 nairangi 或 nirangi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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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译音 ,只 教 中 有 nmirmang - iden( 售 伯 的 礼拜 仪式 ), 与 敦 趟 

“ 几 郎 伟 ? 的 驱 亿 之 法 有 关 (243 一 248 页 )。 这 是 一 种 基于 

“ 几 郎 伟 " 的 全 新 解说 ,值得 研究 敦煌 文学 的 学 者 加 以 重视 。 

在 米 华 恢 教 徒 癌 其 村 中 国文 化 的 影响 方面 .作者 着 墅 最 多 ， 

元 也 是 本 书 最 值得 注意 的 地 方 。 

但 对 有 些 材 料 的 使 用 以 及 和 由 此 得 出 的 结论 还 可 以 商 

椎 。 如 谈 到 现 疙 英国 图 书馆 的 斯 坦 因 敦 煌 所 获 Ch. 00289 

号 粟 特 六 卷子 时 , 径 称 之 为 “一 种 属于 容 教 的 村 特 文 养子 " 

(234 页 ) “证 教 卷子 "或 “有 关 社 教 震 "(240 页 )。 此 前 , 林 

梅村 《从 考古 发 现 看 火 只 教 在 中 国 的 初 传 8 必 《西域 研究 》 

1996 年 第 4 期 ) ,也 说 到 这 个 卷子 :… “敦煌 藏 丝 洞 发 现 的 一 部 

桶 特 请 只 教 残 经 1Or.8212784) 证 上 明 , 早 在 公元 前 五 世纪 阿 

契 美 尼 德 鞋 间 统治 中 亚 时 ,村 特 人 已 经 信奉 只 教 。 据 英国 

仇 户 学 家 基 舍 维 蒋 ( 即 R. Gershevitch ,本 书 称 之 为 盖 许 维 

奇 一 一 引 者 ) 考 证 ,这 部 族 经 残 卷 用 阿 赫 美 尼 德 王朝 时 期 的 

票 特 语 写成 。 其 年 代 甚至 早 于 敦 灼 汉 长 城 遗 址 发 现 的 票 特 

文 古 ' 节 售 ( 约 三 至 四 世纪 ) ,是 现存 最 早 的 票 特 语文 献 。 又 

说 :这 个 材料 ( 指 粟 特 广 古 信和 杞 一 一 3 者 ) 并 非 中 国 壕 内 发 

现 的 最 时 的 证 教 史料 。 前 文 介 绍 ,就 煌 藏 经 洞 发 现 的 一 部 

票 特 语 证 教 残 经 (0r.8212/84) 用 阿 笠 美 尼 德 王朝 时 期 的 村 

特 语 写成 。 其 年 代 早 于 敦煌 肖 长 城 遗址 发 现 的 朝 特 文 吉 书 

信 。 当 然 这 部 古老 的 粟 特 文 只 教 经 卷 可 能 是 较 晚 时 期 才 带 

到 敦煌 的 ." 林 文 是 针对 笔者 《 认 教 初 传 中 国 年 代 考 #$(《 国 学 
研究 j 和 第 3 卷 ,北京 大 学 出 版 社 ,1995 年 ) 一 文 据 十 信 札 提出 

的 愉 教 早 在 四 世纪 初叶 就 传人 中 国 的 看 法 而 说 的 ,《 只 教 

史 $ 的 作者 也 设 有 看 到 笔者 的 这 篇 文章 (他 们 举 430 年 的 吐 

春 番 气 经 题记 作为 最 早 的 证 据 ) ,因此 不 得 不 加 以 淮 清 。 林 



六 这 里 似乎 是 要 强调 敦 姓 藏 经 洞 的 这 部 定 教 残 经 ,是 比 旧 

志 纪 初叶 的 票 特 文 十 信 杞 年 代 还 册 的 中 国境 内 发 现 的 被 教 

中 料 ,但 上 后面 叉 说 这 部 斌 教 经 卷 可 能 是 较 晚 的 时 期 才 带 到 

敦 伯 的 。 这 样 ,即使 我 们 束 认 其 为 稣 教 经 着 ,那么 它 也 可 能 

是 写 于 票 特 林寺 ,在 较 古 信 杞 要 晚 的 时 期 才 被 带 到 敦煌 ( 敦 

焊 赂 经 润 最 早 的 具有 年 份 的 卷 .了 是 406 年 的 佛经 写本 ) ,本 

身 并 不 能 作为 只 教 初 期 传人 敦煌 (中 国 ) 的 证 据 , 或 者 说 不 

能 成 为 比 占 策 杞 更 时 的 “中 国境 内 发 现 的 证 教 足 料 "、 事 实 

上 ,这 件 敦煌 藏 经 洞 出 十 的 噜 片 并 不 能 这 人 么 简单 地 被 看 

作 是 只 教 的 史料 。 该 殊 卷 共 写 二 行 栗 特 文 , 原 编 号 为 

Ch.00289 ,英国 图 必 馆 的 馆藏 号 为 Or.8212784。 它 最 初 由 

天 首尔 特 (H .Reicheib 转 写 刊 布 (Die soghdiscpen Panalschrr 

enresie des 机 riischen 惠 useumas ，Heidelherg 1931 ,IT，68) , 编 为 

Pagment 4。 关 于 残 卷 作者 的 宗教 归属 ,Schaeder 认为 是 摩 

尼 教 徒 (Reichelt 节 ，I，iii) ,但 Rosenberg 认为 此 卷 和 另外 

两 个 残片 (Fragments 5.6) 都 具有 较 强 的 马 兹 达 教 色彩 (stark 

mazdeistisch) 《OZ7 ， 1929，No.3，200)。 而 邦 卫 尼 斯 特 (Ben- 

venaiste) 则 坚持 束 肖 尔 特 最 初 的 假设 , 即 三 个 残 卷 都 源 自 某 

种 尼 载 文献 ( .有 4S$, 1933,， 53 - 纯 ) ,但 后 来 他 认为 这 个 问 

题 有 待 于 进一步 斌 究 ( B308S， 区 .3，1938，498) 。1976 年 ， 

当 辛 姆 斯 一 威廉 姆 斯 (NSims - 鸡 itiam) 重新 转 写 翻译 这 

批 残 卷 时 ,他 指出 前 人 把 残 卷 看 作 是 话 救 的 ,原因 是 把 残 卷 

4.5.6 当 作 了 同一 写 郑 ,事实 上 它们 并 非 出 自 一 人 的 手笔 。 

页 前 人 指出 的 “Ohomizd 一 词 .也 是 一 个 误 读 。 至 于 佛教 

说 ,他 认为 也 是 难以 成 立 的 ,因为 文中 用 "8ay( 最 高 神 , 即 

佛教 的 Mahadeva) 对 应 于 “ 众 神 之 王 ”, 即 zarwain。 但 在 桶 特 

语 佛 教 文献 中 , Mahadeva 和 Zurwin 是 完全 不 同 的 。 当 然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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辛 姆 斯 一 威廉 姆 斯 也 承认 Ch.00289 中 有 不 少 真 下 的 融 多 

亚 斯 德 教 以 格 的 字 疝 ,其 中 有 些 抑 于 已 知 的 摩 尼 教 吗 佛教 

文献 ,也 有 些 从 未 见 过 。 而 有 理 , 基 售 维 世 发 现 它 的 冻 两 行文 

字 实 呈 定 教 祈祷 文 aam vohi 的 抄本 ,所 用 字体 与 4 阿 维 斯 

塔 经 }? 不 同 , 介 还 较 票 特 文 古 入 所 要 上 征 老 。 但 是 , 辛 姆 斯 一 

威廉 姆 斯 认为 歼 卷 中 丰富 的 珊 罗 亚 斯 德 教 的 知识 ,并 不 能 

排除 作者 很 可 能 是 一 位 摩 尼 教徒 ,因为 同 是 源 于 全 朗 的 摩 

天 教 徒 具 有 丰富 的 琐 罗 上 业 斯 德 教 的 知识 ,这 在 敦煌 吐 芋 熏 

发 现 的 摩 尼 教 文献 中 可 以 找到 许 允 例证。 另外 ,从 已 知 的 

村 特 立 来 看 , 课 特 文中 不 存在 - -部 琐 罗 亚 斯 德 教 文献 ,所 以 

把 这 件 上 残 卷 看 作 是 摩 尼 教 经 典 的 抄本 更 为 合适 。 这 一 判断 

的 更 县 说服 力 的 证 据 是 基 合 维 蔬 为 辛 姆 斯 一 威廉 姆 斯 提供 

的 , 即 如 果 作 者 是 项 罗 亚 斯 德 教徒 , 孝 么 他 就 会 明白 教主 珊 

罗 亚 斯 德 所 定义 的 "最 高 神 " 是 阿 胡 拉 ' 马 兹 达 (Ahura 

Mazqda ,而 作为 一 个 阐 尼 教徒 .他 明知 此 各 应 写作 Piimus 

Homo, 所 以 他 不 得 不 略 去 这 个 神 名 。 最 后 ,这 个 残 着 大 概 

和 赖 肖 尔 特刊 布 的 Pragment 13 属于 同一 个 书 手 所 写 ,而 后 

者 中 出 更 了 只 有 靡 尼 教 或 景 教 票 特 文 才 用 的 某 些 特 珠 文 字 

{ 见 The Sogqian Fragments of the British Library ，jmao - Freniam 

Journel ， 18，1976, 4 御 - 4 和.) 因 此 ,无论 是 Ch.00289 残 卷 的 

刊 布 者 辛 姆 斯 一 威廉 姆 斯 ,还 是 发 现 其 中 重要 琐 罗 亚 斯 德 

教 内 容 的 基 舍 维 世 ,都 认为 这 个 成 卷 是 摩 尼 教 残 经 ,而 从 未 

说 是 一 部 丁 教 经 典 。 从 伊朗 学 的 角度 来 看 ,这 个 残 卷 头 两 

行文 字 昌 然 是 摩 尼 教 徒 的 引文 ,但 对 于 珊 罗 亚 斯 德 教 文献 

学 的 研究 来 讲 , 至 关 重 要 。 因 为 据 传 古老 的 #t 阿 维 斯 塔 经 》 

在 亚 历 I 大 东 征 时 被 毁 ,公元 3 一 4 世纪 萨 珊 波斯 时 又 重新 

整理 抄写 ,但 传世 的 只 有 四 分 之 一 , 且 大 雪 数 并 非 阿 维 斯 塔 



文本 。 如 果 今 天 我 们 能 够 找到 任何 公元 4 地 纪 以 前 的 珊 罗 

亚 斯 德 教 文献 写本 ,不 论 多 少 , 都 会 对 伊 衣 古代 党 教 . 语 吝 

的 研究 提供 极 大 的 帮 肝 。 因 此 , 基 舍 维 鞠 专门 为 这 两 行文 

字 写 了 一 条 不 短 的 忠文 , 附 在 站 媒 斯 一 威廉 姆 斯 的 文章 后 

面 (同上 文 3 -22 页 )。 央 此 ,我 们 不 能 把 这 件 栗 特 诸 残 

卷 , 当 作 斌 孝文 献 米利 用 . 它 应 当 是 摩 尼 教 文献 中 的 恬 教 疆 | 

文 。 

基于 "了 萨 宝 " ,作者 罗列 了 各 种 六 法 ,而 设 有 提出 自己 的 

见解 ,认为 役 有 新 材料 的 发 现 , 这 个 县 午 是 无 法 图 满 解雇 

的 。 这 是 -- 种 科学 的 治学 态度 ,在 无 法 解决 问题 的 时 候 ,并 

不 强 作 解 人 。 近 年 来 “ 萨 宝 " 的 仁 质 问题 成 为 学 蛋 争 论 的 

一 个 焦点 。 姜 伯 勤 4《 萨 宝 府 制 度 论 略 ?人 (人 华 学 ?第 3 辑 .1998 

年 )` 罗 丰 《 萨 室 :一 个 唐 朝 叭 一 外 来 官职 的 再 考察 》(《 唐 研 

究 }》 第 4 卷 , 1998 年 ) ,4A. Forte,“The Sabao 萨 宝 Question” 

《Re Si 庆 Roads Neara pierraaliorel SiaPpositere “07 ，Recornd 

No.4，1999)] .A .Forte.“Iranians in China - Buddhism，Zoroas- 

tanism，and Bureaus of Comamnerce 一 ( Capierg 再 rireme 一 

46ie ，11，1999 ~- 2000) , 黄 传 明 信 萨 宝 " 的 再 认识 》(《 史 宁 》 
2000 年 第 3 期 ) 这 几 篇 陆续 发 表 的 文章 ,观点 并 不 相同 。 这 

一 向 题 还 有 符 从 语言 学 .历史 学 的 角度 深信 人 探讨 ,笔者 亦 拟 

发 表 有 关 此 宝 的 讨论 文章 ,上 圭 不 歼 述 。 

{ 原 载 4 欧 亚 学 刊 } 第 3 辑 ,2001 年 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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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 安 耸 夫 4 回 角 摩 尼 
教 史 之 研究 》 

1991 年 8 月 出 版 的 《大 上 大 学 文学 部 纪要 ?第 31'32 合 

并 叶 ,发 表 了 森 安 孝 夫 氏 的 新 闭 《 回 峪 摩 尼 教 史 之 研究 》, 其 

副标题 为 “一些 摩 尼 教 资料 及 其 历史 背景 之 研究 "11 本 

书 主体 由 三 章 组 成 ,其 所 府 及 的 回 角 史 和 摩 尼 教 问题 , 基 国 

内 西域 史学 界 长 期 关心 的 问题 ,以 下 简要 介绍 这 部 新 著 的 

主要 内 容 , 间 附 笔 者 的 某 些 看 法 。 

在 序言 中 ,作者 除了 概述 摩 尼 教 的 一 般 教 义 及 其 在 回 

赐 汗 国 的 传播 情况 外 ,特别 指出 了 本 书 研 究 的 旨 趣 : 自 沙 

罚 、 伯 希 和 以 来 的 中 亚 摩 尼 教 中研 究 , 主要 是 建立 在 汉文 中 

料 基础 上 的 .因此 大 多 以 九 世 纪 中 时 以 前 的 唐 代 为 研究 对 

象 , 尹 世纪 中 叶 以 降 的 专题 研究 则 几 近 于 无 - 然而 ,由 于 西 

州 加 名 与 漠 北 的 回锅 洗 国 一 样 ,曾经 以 摩 尼 教 为 国教 ,所 以 

[1】 本 书 英 玄 题 归 是 科 Sendy on 由 e History 上 Uighur 出 anichaeienr Heaearch rm 

Some Wanichaean Materials and their Fintoncal jackegrmmdl， 按 本 文 所 到 的 文献 ， 

乒 森 宏 氏 书 中 已 经 担 到 并 有 出 处 者 , 诗 释 -一律 兵 略 , 以 省 稍 幅 。 



这 一 上 时 期 相对 于 此 前 更 富 研 究 旨 趣 , 当地 残存 的 遗迹 与 出 

二 的 文书 为 这 项 研究 提供 了 咱 行 性 。 

第 一 章 题 为 4 和 | 孜 克 里 克 千 佛 润 中 的 摩 尼 教 寺院 》, 由 

九 节 组 成 :一 .小 序 , 一 佛教 摩 尼 教 二 重 富 的 发 现 与 调查 ， 

二 . 格 伦 威 德尔 编导 第 25 帘 的 构造 .四 . 格 伦 威 德尔 病 号 第 

寻 遍 即 岸 尼 教 窒 说 的 验证 ,五 .关于 正面 壁画 主题 的 旧 说 ， 

六 、 撕 回 角 诸 题记 所 作 的 检讨 ,七 .生命 之 树 , 八 .其 他 摩 尼 

教 窗 , 九 .历史 的 考察 (对 壁画 年 代 的 看 法 )。 

早 在 本 世纪 初 , 普 伍 十 旺 鲁 番 考 察 队 的 格 伦 威 德尔 
(中 ，Grinwedel) 就 详细 记录 了 柏 孜 克 里 克 千 佛 洞 第 25 全 

《新 编 第 38 帘 ) 的 摩 尼 教 洞窟 辟 画 ,位 是 真正 把 此 窜 兰 定 为 

摩 尼 教 窟 的 功绩 ,应 当归 之 于 1914 年 俄国 学 者 奥 登 堡 (S. 

F. Oldenhurg) 发表 的 《1909--1910 年 俄国 的 新 疆 考 察 $》 一 

书 。 以 后 ,从 到 十 年 代 的 阿 甘 (. Hackin) ,到 近年 的 克 林 山 
特 (H，-J. Kimkeit) ,又 做 了 进一步 的 论证 。 和 但 荐 ,这 些 学 

者 没有 机 会 亲身 考察 这 所 石窟, 因此 对 于 画面 上 前 一 些 形 

象 有 所 误解 。 森 安 兵 在 当地 考古 工作 者 的 帮助 下 ,亲自 调 

查 了 柏 了 帮 克 里 克 石 宣 , 对 第 38 写 由 人 教 窜改 造 为 谭 尼 教 

寓 ,再 改造 为 佛教 窗 的 构造 ,做 了 详细 考察; 对 于 该 富 正 面 

壁画 的 三 士 树 和 阁 尼 宝珠 ,参照 吐鲁番 出 土 的 龟 兹 文 ( 呈 火 

罗 文 B) 与 古 罕 节 文 ( 辐 何 文 ) 对 照 扫 写 的 摩 尼 教 文献 4《 献 给 

教父 摩 尼 之 烘 歌 ?》、 巾 提 亚 语 摩 尼 教 《 般 涅 可 和 状 歌 》 等 ,对 三 

干 检 所 表现 的 生命 之 梢 的 含义 ,做 了 更 为 明 玉 的 解说 。 作 

者 还 发 现 并 解读 了 格 伦 威 德 尔 所 绽 同 一 壁面 上 的 图 画 中 漏 

掉 的 回 骨 语 铝 文 ,又 参考 高 昌 故 城 出 土 的 摩 尼 教 细密 画 , 将 

前 人 指 为 听众 、 血 尼 的 有 辟 天 使 ,正确 地 考 订 为 摩 尼 教义 中 

的 字 护 灵 , 并 得 知 此 靡 尼 教 窜 是 名 为 Qutluy Tapmag 0Qy - a 

《 寺 开 六 有 购 滞 罩 下 回 》 省 刷 痢 



灯 夯 慎 路 于 

的 高 晶 回 贵 人 施舍 营建 的 。 由 此 ,参照 摩 尼 教 教 叉 ,确定 

该 窜 正 面壁 画 的 主题 ,是 对 象征 摩 尼 教 光明 王国 .象征 摩 尼 

教 光辉 的 数 (Jesus) .象征 回归 光明 王国 的 摩 尼 本 大 的 生 

命 之 树 的 礼拜 与 赞美 景象 。 作 者 通过 在 柏 孜 克 里 克 干 佛 润 

的 亲身 考察 ,指出 与 此 同类 的 摩 中 教 酒窝, 还 有 新 编 第 27 

窒 ( 格 伦 威 德尔 编 第 17 宣 )。 此 外 , 森 安 氏 强调 ,由 于 时 间 

的 限制 ,他 们 不 能 够 对 摩 尼 教 洞 宣 做 全 耐 考察 ,只 是 对 某 些 

可 能 的 摩 尼 教 富 提 出 推测 的 理由 ,如 第 35 富 ( 格 伦 威 德尔 

编 第 22 窗 ) 内 室 ,壁面 涂 以 白色 ,用 灰 绿 . 朱 . 驾 色 写 题记 ， 

与 上 述 摩 尼 教 罕 的 作法 完全 相同 。 又 如 新 编 第 2 富 , 由 于 

1981 年 在 比 帘 中 发 现 八 件 摩 尼 教 文书 ,其 中 三 件 为 票 特 

文 ,五 件 为 用 接 近 票 特 文 的 十 癌 骨 文字 体 所 写 的 同 骨 文 ,内 

容 均 为 摩 尼 教 逢 的 书简 ,说 明 此 富 原 本 也 是 摩 尼 教 洞窟 。 

至 于 柏 孜 克 里 克 石窟 摩 尼 教 壁画 的 年 代 , 作 者 提出 八 世 纪 

末 到 840 年 和 九 拓 纪 末 到 十 世纪 前 半 两 个 可 能 性 ,并 倾向 

于 后 考 。 

虽然 柏 玫 克 里 克 于 佛 润 的 个 别 摩 尼 教 洞 富 的 存在 很 早 

就 被 学 者 所 指出 ,但 经 过 森 安 氏 的 这 一 番 考 察 论 证 ,可 以 说 

基 确 玄 无 疑 了 ;与 此 同时 ,他 又 发 现 了 一 些 新 的 摩 尼 教 洞 

窜 , 这 一 发 现 的 意义 ,除了 森 安 氏 这 部 学 术 论著 的 详细 阐述 

外 ,日 本 《朝日 新 闻 》1988 年 6 月 30 日 的 文化 版 ,还 懒 过 专 

题 报道 。 但 作者 毕竟 不 是 石 宣 考 圳 专家 ,而 且 也 不 可 能 长 

期 在 当地 从 事 调 查 , 因此 本 章 对 于 摩 尼 孝 洞 富 的 研究 还 是 

比较 粗 线条 的 。 近 年 来 ,中 国 考 圳 学 者 也 一 直 在 吐 重 番地 

区 寻找 摩 尼 教 洞 富 . 据 已 经 发 表 的 初步 报道 称 , 在 吐 峪 沟 、 

胜 金 口 、. 柏 入 克 里 克 三 大 石 宣 群 中 ,总共 确 定 出 三 十 多 个 摩 

尼 教 洞窟 ,这些 酒 富 分 组 连 在 -~ 起 ,构成 一 所 所 摩 尼 教 才 



院 , 据 称 其 形制 与 4 摩 尼 光 佛 教 法 仪 略 ?中 所 记 的 寺 字 仪 完 

全 相同 5 如 果 这 些 洞窟 的 材料 正式 发 表 的 话 , 将 可 以 极 

大 地 支持 并 补充 森 安 民 此 书 的 有 关 论 述 。 

第 一 章 是 《4 叶 鲁 番 出 土 摩 尼 教 才 院 经 营 令 规 文书 让 , 失 

三 节 。 这 件 文 书 是 黄 文中 先生 得 自 吐 曾 番 的 一 件 重要 的 回 

骼 语文 书 ,19798 年 册 辽 上进 民 先生 在 # 回 圾 文 摩 尼 教 霸 院 文 

书 初 释 ? 一 文中 ,做 了 全 文 转 写 和 翻 谋 !?5 森 安 民有 机 会 

在 中 同 历 史 博 物 币 六 见 文书 原件 ,并 获得 清晰 的 图 版 , 因 

此 ,重新 做 了 转 五 .翻译 ,并 附 刊 全 部 图 版 。 作 者 指出 , 西 州 

夯 骼 摩 尼 教 寺院 经 济 与 当地 传统 的 佛教 寺院 经 济 有 关联 ， 

因此 可 以 利用 用 中 学 者 关于 就 煌 吐 曾 危 寺院 经 济 文书 的 研 

究 成 果 来 理解 这 件 文 书 。 本 着 这 … 理 解 ,作者 在 详尽 的 注 

释 中 ,就 一 些 词汇 的 含义 提出 与 4 初 释 # 不 同 的 解释 ,如 详 1 

区 any quanpu 为 “柴草 .地 子 . 官 布 ”, 即 举 部 煌 文书 P.3214 

为 证 。 在 基 些 关键 词 的 释 读 上 , 森 安 氏 与 《 初 释 》 的 翻译 也 

有 有 押 不 同 , 如 第 19 行 的 (……) uiz, 职 先 牛 作 qozo* 高 昌 "。 

笔者 不 通 回 侣 请 .不 敢 亡 加 接 断 ,不 过 森 安 氏 对 文书 上 印 文 

[1 ] 秦 看 呈 华 If 改 炎 燃 山 下 无 节 的 坊 尼 古寺 》,《 文 物 天 地 》1992 年 第 5 期 ,26 一 

28 真 ; 又 & 初 寻 商 旧 麻 尼 夺 的 踪 训 ?4 者 由 与 文物 1993 年 第 1 期 ,中 一 93 

页 ; 胸 寻 融 双 汕 干 年 的 东方 麻 尼 寺 》 光 中 国 广 弦 } 第 8 期 ,1993 年 石上 月 ,1 一 

加 页 。 此 外 , 叶 岳 还 有 有 绅 寻 吐 曾 番 摩 尼 救 寺院 踪迹 ? 光 辅 一 二 学 论 集 》 第 

中 期, 台湾,，]992 年 1 月 ; 怠 fihao Huasham。 De Feruempef on 

囊 sais ，WrHeAaismats nil 和 Westorirarnas 冲 1opn gt 吐 此 的 霹 教 . 摩 直 

教 和 景 教 和 石 窗 圭 4$，Bonn 19021 , 均 未 入 窗 月 - 

[2 ] 《考古 学 报 9198 涯 第 4 期 ,497 一 519 页 ; 几 订 收 人 《新 村 垃 占 二 上 年 3》, 乌 鲁 
木 齐 .0983 年 ,529 一 548 页 ， 与 木 宏 民 蔬 出 版 的 同时 . 耿 先 竺 马 发 表 了 此 浆 

书 的 英 谋 并 附 育 图 版 , 见 “Moles om an Ancisnt Ditficial Decree lasuedq tn 8 

抽 aniehaean Monastery”，Cenfrag 4siofie Jjournal ，XNMXV.3 一 4，1991，、pp .209 - 

230,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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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释 读 ,无疑 改 止 了 kt 初 释 》 的 一 个 衍 文 。 此 外 词语 注释 中 

还 引用 了 一 些 相 关 的 回复 语文 书 ,如 TM 103b(0U5302) 和 

有 吐 鲁 和 一 兰 上 由 记 》 图 80 所 刊 文 拉 。 在 相应 的 回 航 文 名 词 下 ， 

对 琢 粹 汉文 写本 《 摩 尼 光 刨 教 法 仪 略 》 和 《下 部 赞 $ 的 有 关 部 

分 ,也 有 所 考释 。 本 意 来 附 谭 汇 索引 及 释义 , 极 便 读者 参 

考 。 

第 二 章 题 为 《 摩 尼 教 在 西 回 骨 主 国 的 繁荣 与 误 退 》, 共 

分 五 节 对 西 州 回 骼 摩 尼 教 的 兴衰 过 程 做 了 细致 的 历史 学 角 

度 的 考察 ,同时 判明 摩 尼 教 寺院 经 营 令 规 文 书 的 年 代 。 

第 一 节 《 摩 尼 教 寺院 经 营 令 规 文书 的 性 质 》, 首 先 根据 

对 此 文 打上 所 铃 “ 大 福 大 回避 国 中 书 门下 颠 于 钙 思 诸 宰相 

之 宝 印 " 的 重新 释 读 ,判定 此 文书 是 由 回 骼 王国 的 政权 中 概 

发 布 的 ;进而 考察 了 高 珊 故 城中 编号 为 KK 和 cz 的 摩 尼 教 寺 

陈 遗 址 ,力图 找到 文书 发 送 的 目的 地 ;最 后 通过 对 比 教 煌 文 

书 P.21874 敦 煌 佛教 才 院 常住 宅 堵 状 ?》f[1 回 惕 语 TIHIM 

20SefU5319) 和 T II M 205(05317) 等 相 类 的 佛教 文书 [2 

说 明了 阿 骨 官府 发 布 这 件 文书 的 绅 的 ,在 于 保护 摩 尼 教 寺 

院 书 有 的 各 种 特权 。 

第 二 节 《 令 规 文书 的 上 限 : 唆 里 迷 问 题 》, 指 出 九 世纪 后 

半 回 散人 的 大 量 移 住 天 山东 部 地 区 与 西 回 骼 主 国 的 成 立 ， 

导致 许多 小 村 镇 发 展 为 大都 市 , 谭 一 些 肯 都 市 也 髓 了 予 了 新 

[ 1 根据 闻 广 宽 氏 的 最 新 研究 .这 忻 文书 应 当 是 河西 都 借 统 榜 , 而 不 足 象 森 安 

氏 所 据 日 本 学 者 过 去 所 认为 的 那样 尾 归 习 军 节 度 鲈 败 布 鬼 命令 . 详 参 邓 氏 

《 敦 妈 文献 4 西西 都 僧 统 合 真 处 分 常 作 榜 》 管 疯 ?,& 周 一 良 先 牛 具 十 生日 纪 

仍 论 文集 # ,北京 ,中 国 社会 科学 出 版 社 .1993 年 ,217 一 232 页 。 

{ 3】 后 一 文书 ,可 参看 杨 窗 学 & “ 件 珍 抠 的 后 酷 误 寺院 经 济 文书 》 改 西北 民族 研 

究 91992 年 第 1 其 .5965 页 . 



的 突 友 语 的 名 称 , 抑 于 这 件 文 飞 中 的 Samifsalmi 、 唆 申 迷 ) 

一 名 ,取代 Atk(Ari、 委 慢 ), 就 是 这 一 历史 进程 的 结果 .1 

因此 ,本 文书 的 于 限 可 以 定 在 几 世 纪 林 叶 。 

作者 指出 ,有 由于 前 人 在 讨论 西 州 回 船 摩 尼 教 的 兴盛 期 

时 ,主要 是 利用 汉文 和 伊斯兰 史料 ,内 此 有 十 世纪 就 还 衰 而 

为 佛教 取代 的 短期 说 ,和 一 直 延 续 到 蒙古 时 代 的 长 期 说 。 

第 三 节 《 吐 鲁 番 . 敦 烤 文 书 所 反 酉 的 机 同 骨 的 摩 尼 教 》, 则 利 

用 吐 鲁 恤 出 土 的 葛 特 语 和 回 骨 请 的 摩 尼 教徒 所 用 的 历 日 ， 

根据 恒 宁 ( 允 .8. Henning) . 巴 竺 (. Razin) ,哈密 顿 (J. Hamil- 

ton) , 霸 几 丰 等 人 的 考 订 结果 ,确定 这 种 历 日 部 是 十 址 纪 后 

半 到 十 -世纪 补 艇 成 的 。 至 于 冲 烛 出土 的 回 何 文 和 粟 特 文 

与 馈 艇 文 洗 合 书写 的 文书 ,考虑 两 如 在 十 世纪 交往 的 频繁 

和 一 些 文 各 的 内 容 [3) 作 者 认为 其 中 绝 大 和 多 数 广 书 是 西 画 

人 租 人 带 到 敦 烛 的 。 从 内 容 三 讲 ,部 烛 发 现 的 这 批 癌 体 文 文 

献 中 , 摩 尼 教 的 内 容 儿 乎 与 佛教 文献 数量 相当 ,反映 了 十 世 

纪 西 州 区 届 工 国 摩 尼 教 盛行 的 情况 。 

在 第 四 节 《 令 规 文 书 的 下 限 : 摩 尼 教 的 训 退 与 佛教 的 哲 

头 》 中 ,作者 重新 转 写 .翻译 和 考释 了 1985 年 耿 世 民 与 克 林 

凯特 两 位 先生 合 刊 的 M 1i12 背面 文 节 。 这 件 重 要 的 文书 记 

载 . 兢 末年 (983) ,Tarkan 特勤 (王子 ) 奉 阿 斯 兰 毗 伽 天 可 汗 

之 命 , 于 司 城 内 般 掉 摩 尼 寺 ,建造 佛寺 。 联 系 到 高 昌 故 城 a 

【1 笔 考 非常 移 同 森 宕 氏 的 这 一 看 法 ,因为 在 t987 年 投 痰 攻 结 和 亚 学 刊 ?第 4 辑 

的 拙 文 & 此 家 考 # 中 .笔者 就 讶 出 同样 的 看 法 ,虽然 当时 所 根据 的 材料 役 有 

本 书 丰 商 。 

【2 3 作 表 在 补 注 中 提 到 的 抽 京 4 公 元 天 世纪 沙 州 归 广 军 与 西 州 园 艇 的 文化 交 

往 *, 已 党 表 在 4 第 二 司 部 起 学 国际 研讨 会 论文 集 3$ 中 ,台湾 讽 学 研究 中 心 

1993 年 -4 月 印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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遗址 出 士 的 汉文 木 柱 文书 {( 森 安 称 之 为 第 二 棒 杭 文书 ) ,其 

所 记 正 是 昭 3 年 回 岗 可 汗 王 子 为 施主 而 建造 佛 夺 之 事 。 和 而 

另外 两 件 回 人 散文 木 性 文书 (第 一 .第 三 棒 杭 文书 ) 的 年 代 分 

别 是 1008 年 和 1019 年 ,所 记 也 者 是 建造 佛寺 之 事 。 把 这 

些 文 书 所 记载 的 事情 联系 起 来 ,不 难 理解 高 其 故 城 " 芝 址 

由 摩 尼 村 转变 为 佛寺 的 历 忠 真相, 同时 也 清楚 地 说 明了 佛 

教之 取代 兰 尼 教 在 高 昌 再 度 得 势 , 应 当 是 始 于 十 世纪 末 叶 。 

在 本 节 中 ,作者 还 分 析 了 汉文 史籍 牛 西 州 回 体 摩 尼 教 徒 或 

佛教 僧侣 人 贡 的 记载 ,用 以 补充 其 所 论证 的 摩 尼 教 盛行 时 

则 。 些 处 最 有 新 意 虱 ,是 把 k 册 府 元 色 ? 卷 九 七 六 所 记 ” 回 休 

入 朝 摩 尼 从 人 ”, 考 证 为 西 州 凹 葛 所 派 便 者 ,而 不 是 前 人 所 

说 的 甘 州 回 角 使 上 应。 最 后 ,作者 提 到 原本 打算 以 一 节 的 入 

幅 讨 论 的 敦煌 汉文 文书 8.6551 讲 经 文 》 由 于 张 广 达 先生 

和 笔者 发 表 了 《有 关 西 州 回 佣 的 一 篇 敦煌 汉文 文献 ?11 而 

作罢 ,但 认为 我 们 把 此 讲 经 文 考 订 在 930 年 前 后 有 些 过 早 ， 

或 许 是 上 世纪 后 期 的 产物 ,但 作者 没有 举 出 更 冤 的 理由 说 

明 他 的 断代 根据 。 

第 五 节 《 峡 斯 兰 史 料 所 传 西 回 笨 的 大 尼 教 》, 举 出 马 思 

芭 底 《黄金 草 友 》、 纳 迪 稳 《百科 津 还 》. 加 和 尔 迪 齐 4 记述 的 装 

饰 》. 伊 斯 哈 克 《akam 本- Wara 等 书 中 所 记 托 古 兹 古 思 信 

虱 摩 尼 教 的 材料 , 考 订 为 西 州 回 骨 初 期 的 历史 事实 ,以 加 强 

上 上述 论 说 。 

在 这 一 章 中 ,作者 几乎 涉及 了 九 世 纪 末 到 十 一 世纪 初 

的 所 有 有 关 西 州 回 苯 的 重 昌 文献 材料 。 对 于 证 成 作者 关于 

西 州 回 人 摩 尼 教 盛行 年 代 至 关 重 要 的 几 件 中 十 波斯 语文 

[1 《有 京 大 学 学 报 31989 年 第 2 期 .24 一 36 页 - 



书 , 最 近 也 由 宗 德 曼 ( 驳 .Sundermanm] 企 4 有 关 旺 鲁 恤 地 区 的 

吐鲁番 出 土 伊朗 语 麻 尼 教 文献 》 中 发 表 ,此 文 利 用 当地 出 土 

的 中 十 波斯 语 资料 ,支持 了 和 森 安 氏 的 观点 (5 笔者 基本 同 

意 森 安 氏 关 于 摩 尼 教 在 西 州 回 吉 王 同 中 攻 行 年 代 的 论说 。 

但 是 ,由 于 村 糙 人 时 就 在 天 出 以 南 各 个 绿洲 王国 及 吐鲁番 

盆 好 阳 居 下 来 :2 人 而 当地 又 出 主 了 一 些 早 于 回 笨 时 期 的 中 

占 俩 朗 请 摩 尼 教 文献 :34 因此 ,在 疙 世纪 中 时 辐 鹊 西 迁 以 

前 ,甚至 在 八 直 红 末 北 主 之 战 后 度 北 回 散 和 汗 周 影 响 东 部 天 

山地 区 以 前 , 摩 尼 教 在 这 里 已 然 流 行 。 作 者 似 平 过 分 中 调 

了 从 佛教 到 摩 尼 教 再 到 佛教 的 演变 模式 , 而 忽视 了 高 号 本 

地 共 摩 尼 教 到 摩 尼 教 再 到 佛教 的 演变 过 程 。 然 呵 , 作 者 的 

主题 并 不 在 此 ,笔者 这 里 只 是 提出 问题 ,内 为 尚 末 有 人 就 此 

过 程 俩 过 系统 的 研究 。 

总 之 ,本 书 通过 对 吐鲁番 保存 的 痢 尼 教 洞窟 遵 迹 和 出 

土 的 霖 尼 教 文书 的 艺术 .语言 .历史 等 方面 的 详细 研究 , 比 

较 完 整地 揭示 了 摩 尼 教 在 西 州 同 钢 时 期 的 兴盛 与 误 亡 的 过 

程 。 本 书 不 仅 是 对 回 角 摩 尼 教 史 研 究 的 新 贡献 ,而 及 也 是 

[1 ]】 榴 .Sandermana， ”Iranian Manchaean Jurfan Terta omcerring the Tizrian Region”， 

TUrm mitd Ti 看 ora 机 乓 了 Rats ，eReTURUPT nor 0 翅 e Soaie ， 

by 点 -Cadooana. Firenze 1992，PP、 63 一 84， 

参看 闽 伯 团 k 辑 煌 叶 舍 益 司 至 网 之 四 上 的 村 特 上 3 发 李 刊 东 此 交 神 # 稳 和 状 

第 1.2.3 内 .1986 年 ; 沫 新 江 & 古 代 塔 甲 本 仿 地 疝 边 的 宋 特 称 民 》. 辐 域 研 

究 ?》1993 年 第 2 期。 

如 鱼 惠 刊 布 的 M] 凡 k 摩 尼 教 答 美 访 # 题 记 遂 姑 . 和 该 配 卷 始 作 于 7617762 年 ， 

未 完 丽 存 于 兴 毒 的 摩 尼 教 寺 院 ,直到 825 - 832 年 卫 才 完成 , 见 Sundenaann 

引文 31 页 :， 有 关 咱 稍 和 项 出 二 中古 贱 闸 语 莉 尼 烤 文献 的 一 般 情 形 .参看 

Jsry 卫 mwee “The Ranhichacsn Tenalon in Middlk Tranian ”， 有 arr 相 m 几 证 

人 rrGIESER 上 re 疝 拓 .er Wape nd 人 er Jiere fate Tiegrier 有 

3 四 

外 ee 

rearaieri。 吕 peiter -5 ni Titeratur，1P 1 ，Laeiden ，B68，p、67 - 16。 

《 昱 型 比 骨 加 问 电 殉 回 了 冰 娄 只 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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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 州 回 骼 中 研究 的 新 收获 ,这 一 点 志 可 以 从 附录 一 :上 曲 回 鹊 

和 王国 国士 世系 表 的 考 订 ,附录 二 ,三 刊 布 的 京都 大 学 文学 部 

总 吐 角 理 出 土 摩 尼 教徒 祈 愿 文 和 北京 图 书馆 藏 教 煌 出 土 摩 

尼 教 僧 书 佑 残 简 等 成 果 中 看 出 。 

( 原 载 4 西 域 研究 j1994 年 第 ! 期) 



后 ” 记 

我 二 大 学 时 瑟 的 第 一 篇 史学 习作 ,是 有 关 唐 代 中 外 关 

系 史 的 。 文 章 很 不 成 辑 , 却 让 我 有 幸 得 以 拜 狗 张 广 达 先生 。 

张 先 后 不 嫌 我 年 轻 幼稚 ,耐心 地 讲 起 中 外 关系 史 的 许多 话 

题 , 示 我 以 治学 门 径 。 以 后 我 跟随 张 先 生 做 于 疗 史 和 敦 竹 

学 方 而 的 研究 ,成 为 他 的 第 一 个 研究 生 。 他 了 手把手 地 教 我 

耽 读 史料 .熟悉 研究 成 果 .提高 专业 外 话 能 力 , 纲 心地 修改 

我 的 每 一 往 文 章 官 炉 。 张 先生 的 学 术 研 究 范 围 极 广 , 他 以 

不 同 的 形式 ,给 我 打开 -局 肩 掌 本 的 门 冬 ,从 北大 教室 的 讲 

坛 ,到 塔里木 盆地 的 考察 路 上 ;从 季 闵 林 驳 生 的 "西域 研究 

读书 班 ", 到 巴黎 国立 图 书 第 前 的 小 花园 ;话题 从 唐 朝 、 敦 

煌 .于 男 ,一 直到 遥远 的 西方 ,时 时 接触 到 中 西关 系 虫 的 话 

题 , 引 发 了 我 这 方面 的 极 大 兴趣 。 

1984 年 以 来 ,我 有 机 会 多 次 走访 欧美 .日 本 等 各 国学 

术 中 心 ,收集 敦煌 .吐鲁番 .和田 等 地 出 土 文献 材料 中 的 中 

外 关系 史料 和 国外 学 者 的 相关 研究 成 果 , 同 时 拜访 学 者 专 

家 ,或 求学 问 道 .或 交流 心得 。 我 先后 比较 充分 地 使 用 过 人 荷 

兰 药 球 大 学 . 英 同 伦敦 大 学 亚 非 学 院 . 法 周 高 等 汉学 斌 究 

469 二 



吏 娃 对 于 

潭 疗 灿 

古 470 

所 .德国 柏林 科学 院 吐 重 番 研 究 中 心 .日 本 龙 谷 大 学 . 灰 部 

大 学 人 文科 学 研究 所 . 美 同 耶鲁 大 学 .香港 中 文大 学 的 图 书 

馆 , 收 集 了 大 量 研 客 资 料 。 在 与 国外 从 事 汉 学 ,中正 学 . 供 

吝 学 研究 的 学 者 交往 中 ,扩大 了 眼界 ,熟悉 了 他 们 所 研究 的 

语言 .考古 、 艺 术 中 以 及 历 中 方面 的 课题 。 特 别 是 与 研究 栗 

特 . 于 疗 , 斌 教 . 摩 尼 教 方面 的 伊朗 学 专家 的 接触 ,逐渐 把 我 

引 [向 中 国 与 吉 代 全 衣 文明 关系 的 饶 究 。 

存 把 于 闪 史 条 敦 焊 昭 义军 史 的 研究 暂时 告 一 段落 以 

后 ,我 开始 转向 中 西关 系 中 研究 。 第 一 步 是 想 深 人 探讨 蔷 

特 .波斯 等 伊 鹿 文明 对 中 古 中 国 的 影响 ,发 据 前 人 忽视 的 材 

料 , 填 守旧 有 知识 的 不 足 。 相 书 就 是 这 十 年 来 耕 夺 的 初步 

成 果 ,可 以 分 成 四 个 部 分 ,前 三 部 分 是 三 组 论文 ,每 -- 篇 大 

体 上 上 归 人 一 类 ,实际 上 相互 之 间 案 有 关联 ,最 后 一 部 分 是 书 

评 , 可 以 看 作 是 前 二 部 分 的 证 充 。 

除了 4 尼 朝 耻 唐 票 特 聚落 的 内 部 肛 态 ?一 篇 之 外 ,其 他 

论文 和 书评 都 曾 发 表 过 ,这 次 集中 起 来 ,便于 读者 整体 了 解 

我 的 生路 ,也 借 宙 调整 - : 些 文章 的 内 容 和 改正 - 些 错字 。 

我 给 本 书 命 名 为 “中 十 中 国 与 外 米 文 明 " ,一 . 旺 书 中 讨 

论 的 时 段 主要 是 汉 唐 时 期 ,而 内 容 主 要 是 进 人 中 国 的 伊朗 

系统 的 文明 及 其 影响 ;二 是 起用 一 个 较为 宽阔 的 题目 ,开局 

一 项 新 的 研究 ， 在 这 个 范围 里 ,有 许多 历史 值得 重 写 ,有 不 

少 理论 问题 也 值得 深 人 讨论。 

在 本 . 书 即 将 出版 之 际 , 首先 我 要 感谢 恩师 张 广 达 先生 

多年 来 的 关怀 和 指导 。 张 先生 虽然 近年 逗留 欧美 , 却 一 直 

关心 弟子 的 学 业 。 除 了 书信 往来 ,每 次 见面 ,无 论 是 在 巴 

黎 , 还 基 在 柏林 . 纽 淡 文 ,都 给 我 很 夫 启 迪 。 拙 著 编 成 后 ,他 

欣然 命 笔 作 序 ,不 仅 清 楚 地 指出 我 的 学 术 理 路 ,而 且 根 据 国 



际 学 术 发 展 的 趋势 ,高瞻远瞩 ,为 我 进一步 的 研究 指明 了 六 

向 。 

在 中 外 关系 虫 的 研究 过 程 中 ,我 得 到 过 季 浜 人 林 、 则 一 

度 . 饶 宗师 . 吴 走 忆 . 蔡 鸿 年 , 芋 范 . 池 用 源 . 陈 国 灿 . 朱 宙 .中 

高 华 . 差 们 勤 . 周 伟 洲 .时 疾 良 、.V.H.Mair. 徐 文 坊 、 余 太 扣 [、 

林 情 于 .N.Sins - Williams .P. Fieme . 森 安 茜 大、 高 由 时 寻 . 臣 

内 绍 大 ,吉田 店 . 落 川 止 晴 . 张 庆 捷 . 郑 阿 财 . 和正 郊 维 . 吴 琅 

和睦. 开 小 贞 , 草 环 雍 , 段 晴 . 齐 东方 . 罗 丰 等 先生 的 鼓 而 和 帮 

副 ,在 此 深 致 谢意 。 

我 要 感谢 "一 联 : 哈 佛 闪 京 学 术 从 上 " 编 委 会 和 于 联 蔬 

上 店 , 周 意 把 拙 著 列 人 该 从 书 出 版 还 应 当 感 谢 朱 玉麟 . 陈 怀 

宁 、 王 静 一 位 在 把 论文 编 碟 书稿 时 提供 的 帮助 。 

本 书 系 教育 部 器 世 纪 人 才 项 目 " 汉 唐 中 西 科 通史 料 新 

纲 并 研究 "的 研究 成 采 , 这 项 研究 也 大 教育 部 人 文 社 科 重点 

基地 北京 天 学 中 国 十 代 史 研究 中 心 占 代 中 外 关系 :新 史料 

的 调查 . 整 埋 与 研究 "项目 成 采 之 一 。 

荣 新 江 

2001 年 11 月 16 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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索 3 

各 

Amesha Spenlas( 神圣 的 诸 神 ) 317 

阿 夫 拉 西 阿 勃 ( Afrasiyahb) 37 325 

阿 胡 拉 * 马 兹 达 (Aburma Mazda) 310 

340 455 458 

阿 揽 32 53 1S8 197 198 

阿 罗 憾 215 216 238 

阿 靡 284 297 

阿 呈 德 氏 ( 安 禄 山 母 ) 418 

{ 安 ) 比 失 7] 134 

安 边 名 

安 波 注 107 222 224 226 

【 安 ) 生 ] 钵 达 干 允 

《 安 ) 朝 前 

《 安 城 锻 咏 》 和 8 

安 丑 了 271] 

( 安 ) 但 116 437 

引 

安道 买 107 224 226 433 438 

安 得 悦 {FEndere) 2 

安 邦 深 t02 

安庆 86 

密 劳 站 

安 措 勤 妈 

安 内 国 鸡 央 

安 徊 13 118 - 120 126 134 166 

安 件 石 棺 121 - 179 318 452 

安国 13 19 关 7178 114 到 16 285 | 

289 292 294 302 29 435 438 452 

安 怀 个 中 134 

安 剑 思 264 

安 人 金 荐 83 320 

安 进 通 269 

安 遇 蜡 264 

安静 8 ， 

安 科 光 印 i 

473 过 



曙 474 

安 弄 部 269 

安乐 里 ( 武 感 ) 71 

安乐 里 ( 西 州 ) 特 IO 113 170 

安 赎 (和 李 改 盏 ) 73 中 

安信 和 节 台 人 六 计 季 1432433 

安 禄 由 13 加 和 人 巡 本 -~- 台 胃 104 

i06 -107 09- 10 19 -160 222- 

237 341 - 342 418 427 - 428 433 

438 -439 

《安神 山 车 运 》107 159 222 223 418 

《 安 ) 肝 并 六 

【 安 ) 轴 102 

安 马 腹 306 

安 门 物 对 

安 募 容 %5 

安 那 宁 畔 29? 

安 礁 陀 72 -7 116 285 429 436 - 

438 

安 诺 棱 陀 公 

( 安 ) 盘 数 加 12 116 429 - 431 436 

438 

安 普 78 到 118 134 320 439 

安 届 429 434 

倪 备 达 癌 扣 

安神 庆 好 

安神 焉 105 232 

安 砷 全 10 373 86 134 

安 师 娠 外 12 1 14 1796 

安 氏 ( 昔 泳 去 人 ) 133 

安 氏 ( 何 德 大 去 大 ) 研 

安 氏 ( 们 红 般 夫人) 驼 267 

安 氏 ( 右 艇 现 曾 福 言 ) 267 

安 氏 ( 何 凡 政 碟 人 大) 9 267 

安民 ( 何 百 政 长 子 天 人 ) 267 

产 振 吉 Ti 210 223 427 - 440 

安 守 审 105 232 

安 思 艺 对 

安 思 有 顺 60 109 224 - 225 367 439 

安置 义 105 232 

安 大 清 105 232 

安 局 341 427 - 436 

安 叶 根 既 名 

安 万 通 83 116 437 

安 盯 弱 306 

安 文 贞 107 224 

( 宏 ) 乌 隐 78 

安 臣 臣 105 232 

安息 36-7 了 三 77071378 223 285 395 

427 - 434 453 

{ 安 )L 系 利口 双 

安 坟 臣 8 久 134 176 

安 孝 闻 107 224 433 

安 兴 和 幅 71 - 73 427 435 438 

安 座 做 155 232 

安 修 仁 11- 33 8 427 

安 玄 309 432 

安 玄 裔 妇 3 

; 安 延 7173 基 133134 



安 延 达 269 

安 延 假 222 226 

安 延 了 271 

安阳 6100- 101 112 306 

”安阳 夏 局 101 114 136 - 141 152 164 

166 306 317 319 

安 野 那 422 

安 元 傣 33 

安 元 寿 7273 晰 510 134 173 267 

270 320 427 4 431 435 451 

补 字 264 

安 再 展 264 

安 诬 节 107 224 委 3 

( 安 ) 真 健 31 134 

安 忠 蕉 73 427 430 434 435 436 

安 趾 实 102 

安 忠 顺 106 232 

安 重 诲 号 

安 重 多 

安 重 惠 73 223 47 433 439 

孔 

巴 米 扬 石 窗 162 163 337 

巴 泽 雷 克 大 墓 6 

白 龙 堆 34 

相 玫 宽 里 克 14 370 -371374 -375 

385 46| - 462 

《 宝 雨 经 》207 210- 214 219 - 220 

齐 路 斯 238 244 - 245 443 

| 摆 先 . 伯 僚 252 案 

插 失 瓜 239 - 242 252 - 254 257 引 

北市 ( 落 阳 ) 87 -89 

站 亩 防 4 操 51 19 362 376 - 377 3 了 

467 

站 新 道 

此 新 道 4 

而 州 0 43] 

并 州 是 - 晰 归 103 107 108 132 166 

1 的 170 - 179 302 452 | 

揽 换 了 各 32111377 | 

波斯 46567912-14 雪 113127-128 

171 1 和 6 189 193 195 215 - 216 | 

238 - 257 273 294 296 345 421443 

波斯 铺 . 钵 斯 锦 186 | 

波斯 占星 术 250 

玻璃 器 9 12 396 442 449 | 

播 仙 镇 站 和 

勃 律 349 408 410 

布 政 坊 323 

CC 

仓 艺 8 有 印 85 

曹安 定 269 

夷 毕 著 ( 章 二 ) 8 

章 德 德 33 

莫 饭 院 鸣 

蓝光 进 264 

曹 光 末 264 

475 天 



秘 476 

坦 国 19 条 195 263 289 294 302 - 305 

324 337 

萌 果 毅 和 

草 奴 立 允 4 

蜗 环 366 

萌 惠 琳 99 82 中 

曹 家 样 303 - 305 

曹 谅 1333 

昔 禄 山 加 

曹 美 俊 了 3 

彰 妙 达 306 

莒 敏之 102 

萤 明 照 8 

草 莫 门 陀 好 5 131 196 197 292 

朝 那 宁 竹 198 292 

曹 匹 智 拔 56 263 

曹 全 262 

曹 戒 6 

鞭 冰 国 站 105 232 

曹 人 备 奴 306 

草 僧 政 262 

曹 乌 地 搁 拓 263 

曹 贤 顺 259 

彰 兴 定 271 

草 延 项 259 267 

草 延 禄 259 267 

曹 炎 延 和 

昔 说 售 359 261 - 262 265 - 3267 270 

萌 元 德 259 261 267 

萌 匹 深 259 

曹 元 忠 259 267 - 268 423 

营 三 前 271 

营 歼 失 鼻 全 

草 伸 达 303 - 307 3 

曹 子 可 264 

莫 宗 寿 259 

人 (hb.00289 456 - 458 

Ch.258 424 -- 425 

长 安 310132076 -中 108-i09 

134 144 159 234 244 - 256 291 329 

323 327 41- 342 360- 361 

长 州 吧 

常 乐 各 即 屯 瑟 111 225 264 

称 价 钱 4 193 194 292 

承 前 铀 查 296 

城主 27 .40 118 

尝 化 里 . 崇 化 坊 下- 时 159 234 285 

演化 乡 48 109 111 113 131 170 219 

妇 1 

崇仁 里 如 

尝 贤 坊 友 

宁 主 $6 116 158 289 

从 化 乡 鄂 号 109 1 13 91 170 

228 231 233 263 385 308 

意 岭 . 功 山 3 的 站 101207 219 

了 

大 素 37393 - 396 



《大 秦 景 教 流行 中 国 碑 》 247 255 - 

257 364 395 

大 秦 寺 255 358 - 359 

厌食 409 -411 

大 首领 好 41 习 新知 时 算 1 的 1 

15 118 13] 134 152 170 194 179 

216 218 233 247 267 284 285 290 

320 438 444 

《大 唐 博 陵 那 北 吓 恒 山 封 安 天 王 之 

铭 》 抱 225 

大 天 (Mabideva) 299 314 323 

大 宛 363 

大 夏 3 寻 320 

大 夏 语 .巴克 特 里 亚 语 ( Bachian) 2 

286 398 420 454 - 455 

大 云 光 明寺 358 385 

攻 大 云 经 212 213 

代 州 由 -=- 色 107 

丹 丹 乌 里 克 {Dandan - Uiliqgy 34 311 

道 政 搞 中 

得 悉 神 289 305 

地 售 拨 42 217 218 

帝 释 无 (Indra) 3223 

殿 合 城 27 41 43 118 

丁 谷 窟 、 丁 个 硅 373 - 374 385 

丁 丛 天 47 204 如 1 292 297 

定 州 台 108- 104 1H217-118 

东胡 祯 和 -5f 

东 市 (长 安 ) 82 

《都 利 寺 斯 经 》2495 -站 1 

敦厚 单 上 时 

敦煌 343-913-14 史 -~ 和 3958 

258 - 204 286 - 290 307 - 380 

327- 331 

下 

法 镜 262 -264 375 432 

范阳 5 104- 107 160 230 

飞 桥 好 25 

风神 311 323 

fmavashis( 死 背 灵 魂 ) 317 

拂 多 诞 29 349 375 

措 其 196 399 395 

拂 释 狗 196 418 

播 普 坊 87 234 

材 耐 441 - 444 

人 

导 那 俩 旱 131 1 骂 

甘 英 了 8 395 

封 州 辣 - 铝 381 -382 

甘 州 回 艇 259 266 - 268 290 272 466 

高 且 411 13 44-48131 458 184 - 

203 204 - 207 219 260 - 285 292 

384 - 300 369 - 385 402 4 特 1 - 467 

《高 邑 营 莫 门 陀 等 名 籍 》 和 53 131 

19% - 197 292 

高 曲 问 角 369 391 376 379 385 462 

477 过 



滑 部 灯 夯 丑 过 于 

窗 痉 

《高 虽 内 荐 奏 得 称 价钱 帐 》 4 193 - 

t94 292 

高 平 允 

研 多 弥 施 49 

可 和 舒 翰 226 

马 崩 城 2 

姑 墨 3 184 

姑 埠 务 铝 -7414 116 420 429 

431 一 432 435 

划 念 (Ossuay) 153 177 315 335 

瓜 州 和 9- 刀 多 - 吧 26 

兴 德 里 83 

光明 之 神 225 236 - 237 

广州 5240 2465 - 246 2 忆 255 442 

归 闵 军 258 - 274 

龟 艾 34 和 3 到了 - 了 41931 双 

妨 水 到 

贵 霜 7 8 19 420 453 - 455 

| 

海 土 丝绸 之 路 5 10 422 

禽 州 上 5 

汉 武 帝 46 76358 448 

竺 血 马 了 418 

何 德 2 中 

何 伏 帝 薄 好 40 118 

何 府 看 岂 320 339 

柯 国 19 了 9 史 昌 有 6187-189 191 

何 黑 如 和 5 

何 嵌 芍 好 

何 进 滔 2 267 

何 姓 政 %8 267 

何 禄 中 234 

何 摩 订 ?1 具 

何 难 迪 路 

何 潘 仁 77 

何 千 年 105 232 

何 而 泉 102 

何 盛 中 

和 何 压 ( 安 荐 大 人 ) 57 134 320 

何 苇 ( 草 君 夫人) 8 时 133 

和 何 氏 ( 龙 泣 夫人 大 ) 175 - 176 

何 氏 5 石 葡 斑 民 1 267 

何 思 德 105 232 

何 妥 好 

何 交 哲 引 为 时 器 

〈 何 ) 细 胡 各 

何 水 康 103 104 

何 游 位 | 虹 

和 何 朱 弱 306 

河南 道 4 352 

河南 里 站 

相州 %6 102 109 308 

弘 敬 里 31 冯 

胡 神 林 103 100 

胡 采 舞 123 142 143 

胡 天 4 - 和 158 200 - 胃 | 235 

278 - 285 293 297 300 306 323 444 



胡 天 神 278 280 323 

大 旅 舞 日 141 228 了 2] - 322 339 

扎 市 牙 朗 407 227 - 228 

清国 277 294 

怀远 里 中 

加 髓 路 生 

会 物色 -所 9 引 一 委 委 2 

会 节 坊 闸 159 234 

惠 和 坊 上 87 

火 祠 280 284 454 

火 昼 277 292 294 

火 和 十 154 156 -457 160 - 166 297 319 

339 

火 定 103 160 1793 207 - 283 39 294 

302 417 443 456 

火 均 庙 51 -52 158 173 308 

装订 102 108 100 308 

工 

IB 6371T.I.D.135) 377 

可 

瀣 田 府 9 267 

及 烈 247 -248 255 

吉尔 吉 特 344 347 - 349 357 

胃 宾 4 351 353 - 354 367 395 

汲 妊 多 -~ 100 

楷 辣 10 126 154 156 - 137 [160 162 

1] 鲁 -166 297 349 339 

茧 蔷 里 8% 87 % 173 素 

建 康 妈 四 84- 吧 引 

杰 谢 (Gayseta) 24 312 314 

金 减 370216 291 

金城 纺 中 

金光 里 叶 

金 王 县 委 - 中 

京师 摩 订 萨 室 码 - 和合 

京师 萨 宝 便 - 的 

精 绝 3 

景 等 254 364 

请 蕉 里 . 靖 恭 坊 路 158 2 

几 姓 胡 12 19 106 219 225 227 233 

293 413 - 415 418 .39 

《 九 姓 回 角 可 计 碑 》347 363 

所 执 历 》 251 

儿 州 产 启 大 章 宝 100 117 

酒 课 35713 名 -六 291 

酒 神 巴 克 斯 (Bacckua) 317 

届 德 里 好 

据 咒 德 加 各 -了 32 

据 中 德语 31 36 

瞿 县 悉 达 248 妆 1 

中 县 记 246 248 

下 

开化 时 如 

开 觉 寺 372 373 

康 护 134 

奸 19 于 



炸 古 了 娃 对 了 寻 

亏 480 

康 阿达 71 72 了 4 1 后 

( 康 ) 阿 孩 儿 

康 阿 驻 306 

康 阿 义 . 康 阿 义 届 达 干 只 时 1 

106 229 - 232 234 

{ 康 ) 拔 达 71 -72 156 

康 波 过 提 % 

康 伯 这 264 

康 五 胡 好 

康 达 中 站台 14176 

康 待 窒 8 名 鸡 时 

〈 康 ) 德 20 

康 拂 陨 赶 站 加 科 

康 国 妇 27 和 和 肆 071104 134 3156 

196 214 236 231 289 204 302 

康 国 乙 子 196 

( 康 )? 和 ( 康 获 父 ) 14 118 

康 横 7 

康定 7 

康 惠 登 到 

( 康 ) 积 善 100 

康 节 232 

康 杰 105 232 

【 康 ) 颜 利 发 2390 

( 康 ) 颠 利 229 

康 敬 本 录 采 

康 苦 智 器 

康 居 619 全 的 76100 

康 居士 204 - 221 

( 康 ) 君 政 100 

( 康 ) 过 照 

康 皮 101 

( 康 ) 老 70 

康 老 和 姑 

{ 康 ) 笠 100 

康 令 侠 100 104 

康 留 买 71 

{ 康 ) 罗 | 吗 

康 没 野 波 105 232 

康 麻吉 7 

康 葛 鼻 8 

( 康 ) 莫 量 ?1 

康 莫 至 ! 凤 

( 康 汪 拓 邹 

( 康 ) 穆 6 

康 那 你 延 292 

康 那 宁 材 292 

碌 奴 子 270 

康 鳖 36 104 118 197 

康 治 全 

康 说 106 232 

康 秋 儿 1 中 

康 染 二 和 

( 康 ) 染 229 

( 康 } 夺 俐 归 

康 月 花 1 人 

康 日 条 印 丘 和 9 102 

康 如 珍 102 



康 沙 子 264 

康 山 海 264 

康 使 上 263 264 

康 氏 87 

康 氏 ( 安 久 光 去 人 的 昌 

康 氏 ( 安 禄 山 夫 人 ) 230 

康 氏 ! 安 师 夫 人 ) 102 133 

康 氏 [ 何 进 泣 夫人 ) 5 267 

康 氏 { 何 君 政 次 子 去 人) 267 

康 氏 (和 何 君 政 三 子 去 人 ) 267 

康 氏 (! 何 文 哲 夫 人 ) 61 别 吧 

康 氏 { 康 府 君 夫人 ) 60 83 

康 氏 ( 罗 钴 生 夫人 ) 86 133 

康 氏 { 史 道 溶 夫人 ) 133 

康 氏 { 史 启 联 失 人 67 83 133 - 134 

康 地 达 264 

康 夺 4 199 219 

康 苏 审 和 

康 遵 诚 乓 

康 铁 闫 站 

康 庭 兰 叶 

康 通信 263 264 

{ 康 ) 陀 104 

康 威 蚊 

康 维 摩 7 

康文 景 105 232 

康文 胜 264 

( 康 ) 件 相 100 117 

康 武 通 奴 吓 邹 133 174 1796 

康 希 铣 友 

[ 康 ) 逮 20 

康 幸 企 270 

康 续 加 0 允 4 

康 绚 16 77 

康 炎 凑 193 

152 159 218 233 

康 义 罗 施 邑 131 292 

康 义 通 264 

( 康 ) 因 大 

康 元 获 86 100 117 

康 员 进 270 

康 员 姬 270 

康 再 荣 264 

康 哲 56 100 01 

康 植 (三 国 ) 甸 

康 植 ( 韦 朝 ) 

康 志 达 61 82 中 史 

康 志 肝 把 91 

康 短 87 134 

康 智 诈 264 

康 遵 250 273 

医 州 奴 

开 

拉 达 克 344 47- 348 357 

兰 袖 才 共 府 巡 站 

人 蓝田 而 -天 

康 艳 典 好强 41 和 和 号 18131 

引 

461 筷 



入 482 

老 达 双 沟 10ld Doruko] 对 

昔 F 4 

黎 轩 4 

李 卸 下 冯 427 

李 国 珍 3 83 

李 怀 介 106 229 

李 景 度 254 

李 景 优 ( 李 景 复 ) 241 252 - 53 

李 景 弘 ( 李 景 直 ) 242 - 243 252 - 

253 

李 景 伯 ( 李 景 位 ) 243 253 

李 景 亮 252 - 253 

李 最 立 252 254 

李 弥 赣 249 251 

李密 届 251 

李 绍 谨 和 

李 苏 沙 站 1 

李 素 238 - 257 

( 李 ) 益 240 234- 2 

李 元 谅 8 238 

( 李 ) 志 240 245 - 246 

醴泉 坊 、. 醴 泉 里 6079 型 器 遇 159 

234 

《历代 法 宝 记 》342 - 343 349 - 358 

365 - 368 

立 德 坊 部 107 139 160 235 

丽 州 归 

利 硅 坊 骂 

凉 州 8 10 13 后 4 159 191 281 291 

293 428 - 4 了 8 

《 凉 州 大 云 寺 政 放 430 

灵 武 和 - 53 364 367 

灵 州 64 0 一 外 250 366 - 368 

柳城 59 105 - 106 109 - 110 113 90 

228 - 234 236 

六 城 质 忱 州 对 

六 胡 州 . 陆 胡 州 手 和 0 归 一 曰 109 

112- 13 1 133 - 334 141 490 

222 231 320 - 322 339 439 

龙 酒 4 

{ 龙 ) 康 基 174 

龙门 石 窗 86 29 器 到 

( 龙 ) 盆 生 174 

( 龙 ) 求 真 174 

此 润 132 194 -177 

楼 兰 3132026- 鸭 种 扯 - 科 昌 1 

420-41 

角 州 好 - 郑 320- 321 

履 信 坊 中 

罗布 泣 3-4 罗 27 130 132 218 346 

348 445 

罗 含 247 

罗马 347-12194 196 347 327 

390 - 38 441 443 453 

田 宁 宁 芬 252 

【 罗 ) 日 光 到 

罗 贤 生 允 133 

洛阳 389-1t013-14 点 -8 49 



216 24 360- 361 

M 

区 JfMK HI 208) 3 诡 

M 112 378 465 

阿 119 378 

麻 札 塔 格 [Mazar Tagh) 对 

马 乾 达 教 [Msdaism) 299 

Mannerheimn Bagrment 已 378 

毛 丐 办 215 216 

蒙 奇 忽 勒 395 397 

Mine 石 梢 114 123 126 135 146 49 

151 154 166 

弥 师 启 343 351 - 353 356 - 337 368 

米 莆 325 

米国 19 得 19 2 着 2 和 294 302 421 

米 和 几 264 

米 继 葵 79 有 如 

米 进 最 264 

米 亮 中 

米 萨 室 内 时 285 

米 氏 ( 石 敬 玉 祖 母 ) 267 

{ 米 ) 罕 骑 施 隐 

米 这 职 各 

密斯 拉 (Mithra) 162 j10 326 - 区 2 

旧 多 道人 好 8 

Mihriwa 378 

Miqlasiya 378 

麻 订 大 萨 宝 邱 100 117 172 437 

| 阐 订 茧 宝 全 邱 116.437 

《 摩 尼 救 下 部 赞 》424 425 

《 摩 甩 教 焕 美 诗集 江 Mahmamag) 如 

色 

摩 尼 寺 358 370 374 376 465 - 466 

摩 酷 首 对 323 

林 受 尼 343 351- 337 368 

本 摩 尼 345 346 

幕 冰 375 379 

可 护 由 234 279 289 - 290 

入 慑 儿 306 

N 

纳 职 51 53 

娜 娜 (Nana) 166 309 340 

Nanai-Vandak 288 291 

南 作 (洛阳 ) 全 159 234 235 

泥 涅 师 师 238 

宁 找 高 夺 374 - 375 

每 支 城 ( 妈 之 城 ) 27 41 4 

吕 

人 .82127 时 456- 457 

欧 亚 大 了 哺 5 

卫 

P.1.]182 244 

P.1.1676 344 

Pt.351 344 

引 

483 者 



了 .2132 383 

了 P.2776 353 - 354 

了 .3918 381410 

PP.4518 272 308 

潘 那 密 247 站 5 

裴 矩 9 

度 [1E 了 4 

+ 吉 肯 特 (Panjikent) 156 337 

平 高 后 全 了 4- 1445 

昱 泳 斤 站 367 

攻 罗 门 218 251 280 333 342 

葡萄 12 43 136 - 140 152 - 153 282 

蒂 昌 海 . 薄 海 42 131 207 247 218 445 

钴 桃 城 2 41 4 152 

普宁 坊 83 

已 

七 帝 寺 103 104 

事 州 吧 双 

且 未 3 有 和 着 和 有 08 1 302 

亲 伟 坊 下 全 

青海 道 4 

萌 文 素 191 - | 史 1 种 

渠 敢 3 

慰 公 249 闻 1 

京 献 诚 215 217 

群 览 蠕 84 

及 

柔 然 113 149 171 ! 拉 -186 190 

柔 近 51 52 53 

荔 奖 131 

电 肾 刀 后 

瑞 像 05 327 328 3 - 霹 34-3 到 

蹇 县 363 

S 

撒 马 尔 于 (Samarktand) 8 19 286 

萨 水 ( 夭 ) 46 117 - 118 199 

谭 宝 府 长 史 175 

萨 宝 ( 萨 保 . 萨 甫 ) 特 和 估 几 -好 玫 

9 109 113 117 190 1] -179 199 

290 293 科 1 

萨 保 府 13 119 - 120 ] 了 2 157 1 的 

168- 171 174 136 - 179 452 

萨 吡 城 27 41 4 

赛 州 归 

赛 里 斯 11 

赛 定 272 309 310 

三 川 府 后 归 102 

沙 州 到 - 允 258 -273 

《小 州 图 经 》 2 相 和 史 97 198 159 

217 233 307 

《吉州 赋 州 地 志 》 妇 和 41 和 和 5 

118 130 131 151 158 233 308 

东 车 3 

山 明 后 本 全 

部 伏 陀 51 53 

部 善 34 和 2272941-4351-5118 



130 218 308 349 420 421 

身 毒 6 

胜 爹 口 370 462 

胜利 之 神 162 

胜 业 坊 中 防 

师 子 比丘 351 ~- 356 

湿 焉 {Sivay 323 

二 字 架 344 347 - 348 357 

石城 镇 7 -29 煌 -45 

石 尝 俊 白 吧 

看 帝 于 105 232 

石 图 13 有 四 妇 兄 131 19 230 302 

421- 422 

{ 石 ) 何 加 炮 多 

五 获 玉 轨 110 267 

石勒 278 

石 蜜 193 

(五 ) 宁 芬 抵 

耕三 奴 290 

石 神 福 归 104 105 

右 神 妈 号 

召 氏 ( 划 弘 立夫 人 ) 了 

石 氏 ( 康 阿 义 夫人 ) 230 

(五 ) 思 景 6 

石 万 年 S1 52 1 131 159 233 

石 忠 政 总 路 

( 史 } 光 波 匿 75 

史 壬 索 306 

史 社 孝 印 

| 奥 道 德 67 441- 442 445 

| ( 史 ) 道 德 ( 史 孝 章 普 相 ) g 
史 道 深 133 

史 定 方 105 232 

《中 才思 的 

中公 夫人 痰 芯 氏 路 

中国 妇 关 5207 389 294 302 442 

{ 史 ) 订 101 

虫 词 联 侧 打 和 佬 站 1314 437 441 

445 

虫 环 仆 26 

史 帮 利 81 

( 史 ) 处 尼 七 

《 史 ) 尼 打 

中 宁 从 

史 儿 陀 381 144 

(中 ) 在 il 

《 史 ) 认 秋 态 

史 基 法 103 

史 善 应 % 

史 射 锣 克 后 估 75 178 441 44 

中 氏 中 101 

史 氏 ( 安 丁 夫人) 86 1 了 4 

史 氏 { 康 君 夫 人 ) 86 133 

史 氏 {( 薛 芮 夫人) 83 

( 史 ) 思 寿 

史 思 礼 2- 好 

史 胃 明 105 - 107 109 229 230 - 292 

236 

485 竹 

引 



业 486 

中 主 4 199 

虫 索 岩 印 七 633 科 1 445 

史 铁 棒 好 441 443 445 

虫 人 宗 好 

史 完 诚 好 4 喧 

中 学 章 4 8 

尘 生 策 品 反 

史 招 福 I02 

(中 ) 周 洛 多 

市 舶 使 247 - 248 

专 乐 县 104 

荡 勤 3 加 -和 229-3 加 3 强 11] 吕 

294 -395 376 

朔方 军 357 -368 

硕 尔 枇 克 (Somhnq) 36 

司 大 览 242 - 243 246 248 - 249 

思 顺 里 . 轧 硕 坊 新 名 

斯 略 (Sidaka) 24 

《四 门 经 》249- 251 255 

Sog- dag 二 

苏 凉 妻 马 氏 238 

肃 州 所 259 

粟 特 画 家 302- 303 306 322 

粟 特 语 (Sogdian) 20 

票 特 诺 古 信 札 { 兹 特 文 古 信 祛 ) 27 

到 算 红 的 同 109 116 158 195 281 

285 - 291 293 296 297 421 423 437 

438 444 436 - 458 

Suli sulya 21 22 

su 训 a 21 

碎 十 4 4 51 402 409 - 410 454 

| 著 镶 各 

琐 罗 业 期 德 教 (7oroastrianism) 277 

工 

TIJIIK Buadel Nr.D.173 379 383 

太原 和 5- 好 109-178 

太原 旧 俗 明 D7 

睦 { 康 )15( 康 武 通 大 人 )64 133 

陶 化 里 中 

Tetrabiblos 250 - 251 

天 山 回 舟 369 

天 山上 其 和 如 

天 补 104 160 277 - 278 280 - 285 

24- 基 209-2 岗 303233 和 416 

天 枢 215- 217 

天 水 石 114 122 146 151 - 152 

条 支 47395-396 

庭 州 牛 -51 

道 化 里 8 

同 州 mt10I1 1 18 - 119 166 479 

452 

吐 谷 色 道 4 

吐谷浑 都 城 4 

此 浑 (吐谷浑 ) St 人 113 171 188 - 

189 267 

吐 风 独 和 2 加 1221 295 370 - 374 462 

屯 城 41 和 5 



托 勒 密 250 - 252 397 

括 慑 关 32 

了 

和 外道 326 -~ 342 351 - 368 

韦 凑 特 拉 格 纳 (Yerethragnay 310 

市 施 帆 具 (Weshparkar) 310 

维 州 吕 

卫 州 为 112 

大头 如 -3 

昔 州 新 台 -99 107 112 

瑶 州 1D1 - 102 142 

温 薪 里 87 

温 宿 妇 32 111 377 

文 贞 239 256- 257 

乌 忆 出 离 4 395 

无 住 350 355 - 356 365 - 368 

武威 37-813-14 缉 -~- 录 159 

武威 安民 扫 惫 所有 了 最 15656223 

428 -4 区 

《t 武 周 康 屏 士 写 经 功德 记 》204 206 

209 221 

辟 

西 回 骼 主 国 272 369 464 468 

西 市 { 长 安 ) 喧 234 342 

西天 筑 249 

西 州 4 和 -4 243 2 了 9-220 37] - 

375 380 - 生 5 

砷 州 回 角 14 258 270 347 369 - 380 

460- 468 

只 桐 { 只 舍 , 刁 神 栖 . 评 神 店 、 吴 寺 ) 

4551 和 5 中 呈 87 103 104 109 113 

]116 157 - 160 170 201 233 234 - 

235 272 283 - 285 290 - 291 293 

297 298 307 jl4 315 319 324 341 

342 

只 教 女 神像 272 

本 神 引 和 四 -各 酌 允 史 -和 10 

107 148 138 - 160 166 234 - 235 

278 -300306 -308 310-311 3U4- 

315 319 323 - 325 326 -342 357 455 

被 正 120 157 2 加 

怀 主 51 委 和 全 了 1358 159 173 

233 308 

居 视 D0 157 290 291 293 438 

相州 100- Lo 

新 城 2 41 43 

《新 修 素 斯 四 门 缀 》249 

兴 谷 城 季 

兴 大 大 和 各 吨 

兴 胡 让 53 轩 

; 潜 宁 里 , 艾 宇 场 赔 255 

兴 唐 品 360 

康 州 骂 102 112 

修 德 坊 足 

修 匡 坊 87 159 

叔 滤 4 



学 上 断 画 恬 寻 后 

附 潮 

池 488 

工 

措 才 43 - 折 136- 87 1 和 - 卫 ! 

202 294 3760 一 377 

延寿 里 引 向 中 

肤 门 归 - 昭 112 32 401 

阳 基 3 

籽 城 56 100 -101 149 加 1 305 -306 

人 斯 (Yazdbozidy 364 

恨 各 451- 兄 188- 191 

全 吾 路 ?2 

仍 州 51- 52 158 

恢 州 则 站 

宜 宗 70 431 

移 鼠 迷 师 订 346 

交 宁 里 侠 

译 语 人 227 44 

靳 都 石 术 114 146- 148 

冀州 4 349 -350 3 衔 -358 368 

因 陀 罗 {Jndra) 344 

玉 门 关 了 细 

《 幸 斯 四 门 皮 》249 251 255 

郁 爹 根 193 

俘 头 31 

原 州 好 旭 -736108 302 

月 氏 ,月 支 的 113 134 

马 

1 

杂种 胡 19 中 106 222 - 223 228 - | 

229 

当空 68 174 

轧 伴 山 223 -226 229 235 -236 

慎 呼 典 畔 陀 155 

性 六 娘 号 中 [34 173 267 

给 示 你 潘 292 

慷 那 宁 朱 % 133 

对 音 陀 51 一 缠 

性 乓 ( 安 公 夫人) 320 

姓氏 ( 康 公 天 人 ) 8 14 257 

( 翟 ) 霓 上- 曙 134 

性 突 霓 % 17 172- 4 16 

战神 { Vahrant) 335 

张 赛 46-8112 折 390488 

张 革 楚 忆 

张掖 379 413 后- 韶 139 

章 善 里 有 

樟脑 196 420 

梧 武 九 姓 有 2 19 106 176 214 227 237 

289 294 414 417 428 435 438 44j 

442 

支 窜 的 

支 庆 217 218 

指 日 月 珊 像 327 -334 340 - 342 

衫 尔 万 (Zran) 310 326 340 - 41] 

相 尔 睫 教 (Zarwaniam) 286 



彝 版 后 记 

当前 ,在 海内 外 华人 学 者 当中 ,一 个 呼声 正在 兴起 一 一 

亡 在 诉说 中 华文 明 的 光 族 历程 , 它 在 争辩 中 国学 术 文 化 的 

独立 地 们 , 它 在 呼喊 !P 国 优秀 知识 传统 的 复兴 与 身 盛 , 它 在 

日 益 清 晰 而 明确 地 商人 类 表明 :我 们 不 但 要 自立 于 直 界 民 

族 之 林 ,把 中 国 建设 成 为 经 济 大 国 和 科技 大 国 ,我 们 还 要 群 

策 群 力 ,力争 使 中 国 在 2 此 纪 变 成 真正 的 文明 太 国 .思想 

大 国 和 学 术 大 败 。 

在 这 种 令 人 坑 舞 的 气氛 中 ,二 联 书店 荣幸 地 得 到 海内 

外 美 心中 国学 术 文化 的 朋友 们 的 帮助 ,编辑 出 版 这 套 人 二 

联 -哈佛 敬 京 学 本 然 书 》, 以 为 华人 学 者 们 土 还 强劲 呼 求 的 

一 种 纪 末 ,一 个 同 应 。 

北 吕 太 学 和 中 国 社会 科学 院 的 一 些 著 名 专家 ,教授 应 

本 店 之 闹 , 组 成 学 术 委 员 会。 学 术 委 员 会 完全 独立 地 运作 ， 

负责 审定 书稿 ,并 指导 本 上 直 编 辑 部 进行 必要 的 工作 。 每 一 

本 专著 书 尾 , 均 刊印 推荐 此 书 的 专家 评语 。 此 种 学 术 质 量 

责任 制度 ,将 尽 叮 能 保证 本 其 上 世 的 学 本 品格 。 对 于 以 季 鲜 

林 教 授 为 首 的 本 从 书 学 术 委 员 会 的 辛勤 工作 和 高 度 责任 

489 和 

部 



灿 醋 了 过 囊 

漆 ， 疗 

心 ,我 们 深 为 合 俩 并 表 谢 意 。 

推动 中 同学 术 进 落 ,促进 国内 学 术 自 由 , 工 策 尝 界 进取 

探索 , 足 为 “ 联 韦 店 之 一 贯 宗旨 。 和 希望 在 中 国 日 益 升 放 . 进 

步 .繁盛 的 纸 国 中 ,在 海内 外 学 术 机 村 热心 人 上 .学界 先进 

的 支持 帮 有 动 下 ,更 多 地 出 版 学 术 和 文化 精细 ! 

生活 :读书 :新 知 三 联 书 店 

1997 年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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